
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要做到“八个相统一”





•“今天我们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这样的座谈会由党中央来召
开是第一次。我在这里向在座的各位老
师，向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致以诚
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党立志于
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这就要求我们把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从学校抓
起、从娃娃抓起。

•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
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
和栽培。

•“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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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意义重大

•党中央对教育工作高度重视。我们对思想
政治工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
指导地位，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
科体系建设，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根本保
证。



•思政课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和成
功经验，为思政课建设守正创新提供了重要基础。

•有了这些基础和条件，有了我们这支可信、可敬、
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我们
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思政课办得越来越好。



•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
——朱熹

习: “是做人之志，事业方向之志。”



•二、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



•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

•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

•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

•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

三、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提高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

•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联合国《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

“为人类造福是发展的最终目的”。

当代文明把人(人的需求、人的抱负、人的能力)放在发展的中心位置。
人类发展是拓宽人们选择的过程，不仅仅是对物质的选择，而且是人
类能力和技能扩展之后的选择——在生活中人做什么和能做什么。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存在本身：为人类提供充实美好的人类生活机
会——发展就是提升一切个人和一切社会的全面人性。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意见

•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
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突出强调
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更加注重自
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
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

•校党委要坚持把从严管理和科学治理结合起来。校党委书记、校
长要带头走进课堂，带头推动思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

•配齐建强思政课专职教师队伍，建设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
充足、素质优良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完善课程体系，解决好各类课程和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

四、加强党对思政理论课的领导



习总
寄语

“希望大家增强信心，振
奋精神，认真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规
律，努力成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教育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