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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增强高校思政课适应性的三重维度与实践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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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全面提升高校思政课适应性是高校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力当代大学生更好了解中国

式现代化理论、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应从历史维度讲深中国式现代化的合

理性、从理论维度讲透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从实践维度讲活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为此，应不断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

内容、教学方式改革，增强学生主体性地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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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adapta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cultivation, help contemporary students better understand the theor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e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deepen the 

rationalit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explain the scientificit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and activate the creativit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To this end, 

we should constant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rengthen the subjectivity of students, and cultivate new people with ideals, courage to take on responsibilities, 

ability to bear hardships, and willingness to struggle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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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

分，肩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使命。当前，我国

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的关键时期。高校思政课应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不断增强高校思政课适应性，贯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战略安排和目标任务，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正

确认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引导

青年学生以青春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提升高校思政课适应性

的三重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蕴意丰富，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开创

了新形态。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

课应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从历史维度讲深中国式现代

化的合理性、从理论维度讲透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从

实践维度讲活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 

1.1 历史维度：溯源中国近现代史，讲深中国式现代

化的合理性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应充分展示伟大

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积极探索现代化的恢宏

历史画卷，从而引导学生真正领悟到什么是，为何是以及

如何是“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

成果。高校思政课包含着丰富的中国近代史内容，有助于

学生树立宏大的历史视角，以大历史观、唯物史观、正确

党史观，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力量，深刻领

悟到中国人民要想成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唯有依靠中国

共产党这个中流砥柱。 

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

化。在近代史的发展历程中，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

革命的失败都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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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行不通的，单纯照搬别人的经验和道路最终会走向失

败。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始终坚持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成功开辟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溯源中国近代

史的发展历程中，让学生切实领悟到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此增强学生的道路

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纵观中

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高位置。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不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的智慧结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始终。溯源中国近现代史，

有助于学生明晰党的初心使命，引导学生增强对“两个确

立”的思想认同。 

1.2理论维度：基于经典著作讲透中国式现代化的科

学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应善于引领学生阅读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助推学生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思维，从而深刻体会中国式现代

化的内涵、本质与逻辑所在。 

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

逻辑。唯物史观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人全面认识并运

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不断探索并成功解

决了中华民族如何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一时代之

问，成功开创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子。这一基本

规律既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基础，又是体现

其客观必然性与先进性的科学方法论。 

在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视野下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和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立在对外殖民掠

夺、对内残酷剥削的基础上。为了获取利润，资本家采取

各种手段剥削工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贯穿资本

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马克思主义站在科学的立场及观

点上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实质及弊端，阐明了资本主义

必要走向灭亡的趋势，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高度为中国

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第三，以唯物辩证法解码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马克

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

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

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充

分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两个文明的辩证关系。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如同车之两轮紧密相连，统一于人的

日常生活实践之中。要以平衡的观点把握两个文明相协调

的现代化，要深刻认识到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

困也不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现代化的根基，舍弃物质

文明，人民的物质生活就无法得到保障；精神文明是现代

化的灵魂，舍弃精神文明，人民的幸福感也无法得到保障。

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前进的道路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必须一起抓。 

1.3实践维度：结合中国特色讲活中国式现代化的创

造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开创

的一条与西方现代化截然不同的道路。在中国式现代化视

域下，高校思政课要充分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讲

透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

中促进共同富裕。”
[2]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增进全体人

民福祉，努力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激励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对人民群

众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至关重要。”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分配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旨在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高校思政课通过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入脑入心，使学生明确中国式

现代化的创造性。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

内容。高校思政课上通过向学生阐释马克思的生态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核心要义，让学生感知到中国式现

代化生态理念的传承性与创造性。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依靠殖民掠夺走向现代化，中华民

族始终崇尚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精神特性所在，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不仅促进

了中国的发展，更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成功破除了

“国强必霸”的思想误区，向世界展示了真正的大国风

范。在讲述何为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时，思政教师

要从基本内涵、内在根源与世界意义加以解析，培养学

生的宏阔视野。 

2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增强高校思政课适应性

的实践进路 

党的二十大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怎样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之问，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加强与前进，坚决做到“顺时而进、

应势而兴、因事而化、适时而谋”，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培养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

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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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推动思政课教学内容与时俱进，与现代化理论有

机融合 

高校思政教学实践是一个系统工程，特别是对于教学内

容体系而言，顺应时代需要更是重中之重。为此，亟须与时

俱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教学资源，深化育人准则。 

第一，学校要加大对“中国式现代化”教学的重视程

度，在机制层面做到有规划、有培训、有考察，积极开展

讲座与交流会，让思政教师在交流互鉴中提高思想领悟、

改进教学方案设计。学校同时也要加大资源投入，自主编

写或者购买相关教材，为开展教学提供充足的内容支撑。 

第二，思政课教师要善于用学术讲政治，以透彻的学

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

强大力量引导学生。要积极将政治话语体系转化为稳定的、

科学的、规范的知识体系，展现思政课的真理力量、思想

力量和道义力量。  

第三，学校要组织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教学，在志愿服

务、理论宣讲、社会调研等丰富形式中厚植理想信念根基；

要积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教学基地，引导学生在

实践中长见识、增才干。 

2.2 创新高校思政课教学方式，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 

新时代大学生生活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他们视

野宏阔、思维活跃，而传统的高校思政课教学在一定程度

上存在着枯燥乏味、晦涩难懂的问题。这就要求高校思政

课教师要紧跟时代步伐，联动丰富的媒介资源和前沿的学

科知识，创新教学方法。 

第一，优化课前、课中、课后教学方式。教师要善于

开展多形式的思政课堂教学，在课前，通过调查问卷等方

式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在课中，

积极与学生互动，将讨论法、演示法等多种方法有机结合，

鼓励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让他们主动分享自己对于“中

国式现代化”的见解与看法；在课后，要及时得到学生对

于课堂教学的疑惑与建议的反馈，不断改进教学方式，以

此提升学生的获得感。 

第二，以融媒体教学增强教学趣味性。在信息化时代，

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善于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课堂教学，利

用智慧课堂、虚拟现实体验课堂增强教学的趣味性，提升

教学效率。思政课教师也要善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数

据的收集与分析，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教学素材源泉，

在教学中辅以图片、视频、动漫等生动的资源形式，促使

严肃抽象的思政课学习走向通俗化和大众化。 

第三，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重点引领特色课程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厚的思想价

值底蕴。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应从历史维度

讲深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性、从理论维度讲透中国式现代化

的科学性、从实践维度讲活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以这三

重维度为基准，结合地方特色资源构建特色课程思政体系。 

2.3 提升学生主体性地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入

脑入心入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

同时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

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
[4]
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应是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思政课教师要发挥

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不能整堂课从头到尾都在单向度灌输

知识，而是要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能动性。 

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分析学生的可接受性。学生拥有

巨大的学习潜力，思政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激发学生的潜

能，将他们思维活跃、求知欲旺盛的特点化为教学切入点。

在课堂互动中引导学生转向思考和交流为主的学习，在深

入浅出的理论辨析中提高青年大学生的认同感，在解疑释

惑中彰显思政课教学“讲道理”“明是非”的理论张力。 

切实发挥立德树人的关键作用是高校思政课的职责

所在，要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通过高校思政教学实践

进头脑，提升思政课育人效能，提高学生获得感。将“中

国式现代化”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善于以小见大把道

理讲透，从“小切口”入手，将深奥的理论落到现实，将

“大智慧”融入“小故事”，高度聚焦社会生活，提高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育引导学生自觉成为为中国式

现代化接续奋斗的有志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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