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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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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环节。立足新的时代发展条件，要进一步明确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现实困境，聚焦课程设置标准不够完整、课程内容设置简单重复、课程评价设置较为单一等问题，

巩固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领导支持、人才培养、数字化破局等方面的保障，围绕整合教材内容、强化队伍建设、扎根课堂教

学、搭建育人平台进行综合发力，最终切实提升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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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chools is an important 

lever and key link i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conditions of the new 

era, we need to further clarify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chools. We should focus on issues such as incomplete curriculum standards, simple and repetitive curriculum content, and 

relatively single curriculum evaluation settings, and consolidate the guarantee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leadership support, talent cultivation, and digital breakthroughs. We will make comprehensive efforts around integrating textbook 

content, strengthening team building, rooting i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building educational platforms, ultimately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actual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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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

治教育一体化建设”
[1]
，从而为新的时代条件下学校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新方向。“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是推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重要一环”
[2]
，

近年来全国的专家学者、各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一线的思政

课教师等都进行了相关的尝试和探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

成果，但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基于此，要深刻剖析当

前制约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现实困境及背后的原

因，以问题为靶点，探索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 

1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马克思曾经指出：真正的困难不是找到答案，而是发

现问题。因此，在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要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思政课一体

化的现状出发，坚持多维度、立体化分析的原则，全面探

析制约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问题，以问题为靶点，

探求解决之道。 

1.1 课程标准设置不够完整 

课程标准是国家对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等教育方面重要内容的概括和凝练，既是对课

程性质、目标和内容的高度凝练，也为课程建设的发展指

明道路。当前，国家已经针对中小学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

素养制定出台了相应的思政课课程标准，如《义务教育道

德与法治课程标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等，

详细规定了思政课程在面对不同学段学生需要达成的教

学效果，在促进中小学课程衔接方面发挥了导向作用。但

与中小学阶段详细的课程标准不同的是，目前“高等教育

阶段相关标准仅有 2021 年发布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建设标准》，且这项标准仅从宏观的角度对于高校思

政课建设作出整体性的谋划”
[2]
，与中小学阶段课程标准

设置精细化有较大差距，也未体现与中小学学段课程的衔

接性。因此，在课程标准的设置方面，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的标准在纵向贯通、前后衔接、系统完整等方面

还存在缺失之处，还需要从“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

观念”等思想政治领域的核心素养的角度，对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课程标准进行设计，从而完善一体化建

设的顶层设计。 

1.2 课程内容设置简单重复 

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角度看，各个年龄段学生的成

长过程既有其特点，同时也是前后相继的。因此，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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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内容设置要体现从易到难、由简单到复

杂的发展过程，避免单一重复。近些年，根据《关于深化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以及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方案》等系列文件

的要求，以往存在的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名称不统一、课

程属性不明确等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的目标和路径更加明确。但是从内容的设置上分析，

仍存在交叉重复的问题。如初中阶段《道德与法治》课中

“维护宪法权威”与高校阶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维

护宪法权威”的具体内容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即便是同为

高校阶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其内容设置也存在交叉重复

的现象，如高校阶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中的“为什么

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的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复性。虽然不同学段

的思政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不一，同一学段内思政课的理

论切入点也存在差异，重复在所难免，但对同一类问题、

同一种理论的阐释方面应体现不同学段、不同课程的特性，

否则容易给学生造成“知识重复”、“听课疲劳”、“缺乏新

鲜感”等厌倦心理，影响听课质量和教学效果的达成。 

1.3 课程评价设置较为单一 

课程评价是检验思政课教学质量、推进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的重要一环。当前，各学段思政课的评价体系普遍存

在着衔接不畅、针对性缺失、评价方法单一等现象，评价

体系建设滞后问题突出。例如，在小学阶段，思政课对升

学的影响作用较小，课程评价的主观性较为明显；进入中

学阶段后升学压力与日俱增，思政课成绩与升学关联度提

高，虽受到师生的重视，但多以成绩评价为主，手段单一；

进入大学后，思政课作为学生的公共必修课，是无论文科、

理科还是工科、医科等背景的学生都要学习的，在总学分

中所占的比重不低，也引起了师生更多的关注，但评价方

式上仍以考试成绩和课堂表现为主，对学生日常的思想政

治行为表现关注度不够高。因此，要充分发挥以评价促教

学、以评价促发展的积极作用，“探索构建科学完备的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评价体系。在评价目标的设置方面，

以各学段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养成为重点，从‘知、情、意、

信、行’等多角度完善对学生的考评机制”
[2]
。在评价内

容的设置方面，既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也应综合考察

学生的学习态度、日常行为表现等多个层面，全方位地对

学生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2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条件保障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需要有充分的软硬件保

障，在领导支持、人才队伍、数字化建设方面完善相应的

配套机制。 

第一，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切实将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提上议事日程，真正担负

起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也要

在党的领导下，关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进展情

况，经常性地开展调查研究和分析研判。各相关部门负责

人可以牵头同所在地的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进行广泛联

系，主动参与到思政课堂中，现场听课或者亲自授课，真

正掌握好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运行中的实际问题，针对问题

采取相应对策，不断提升一体化建设成效。 

第二，强化人才培养。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落地实施的关键在高素质的思政课教师队伍。要围绕“政

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
[3]
的基

本要求进行选拔，尤其要将教师的政治品质和道德修养放

在第一位。在思政课人才的选拔任用方面，以专职思政课

教师为主，兼职思政课教师为辅，配齐配优思政课专业人

才。经常性地开展教师培训工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发展，切实提

升思政课教师的理论素养和知识水平。 

第三，提升数字化水平。要建立数字化的公共信息服

务平台，进一步整合全国性的大中小学思政课建设资源，

完善思政课教师备课资源库并向全国注册在案的思政课

教师开放。促进优质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二三线城市

的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也能接触和使用高质量的教学资

源，缩小区域间的资源差距，从而满足思政课教师多样化

的教学需求。通过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建立思政课大数

据大模型，提升思政课的数字化建设水平，使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也能驶向信息技术发展的快车道。 

3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优化策略 

3.1 整合教材内容 

要着力打破教材内容设置上的学段壁垒，对教材内容

进行优化整合，强化内容的前后衔接，解决内容简单重复

等问题。一方面，教材内容整合时应坚持循序渐进和拓展

延伸。按照美国教育家布鲁纳的“螺旋式课程”理论，学

生在受教育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重复性的知识，即便是面对

相同的学习内容，在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其认知水平和

理解程度也会存在偏差，体现出明显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

过程。因此，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处理教材内容

的重复性时，不是片面地将重复的内容删除，而应突出相

同内容的不同层次。大中小学各学段的思政课内容存在高

度一致的现象，在整合教材时应将重复之处单独罗列出来，

尤其是将句意相近、表述相似的内容进行系统化的安排，

对重复章节的位置作适当调整，重在体现出“内容表面重

复实则层次不同”的特质，强调的是同样的内容在不同学

段间要进行适当的延伸和拓展。另一方面，教材内容整合

时要强调循序渐进。实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教材体

系建设，并不是将各学段的内容进行简单相加，而是应与

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认知规律相匹配，体现出循序渐进的发

展原则。比如“小学阶段的思政课重在道德启蒙，初中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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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强调基础牢固，高中阶段意在提升素养，大学阶段强化

责任意识”
[4]
。要充分考虑各学段学生的发展实际，有针

对性地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彰显出思政课由浅入深、由

表及里、由外在约束到自觉行为转化的进阶性，从而满足

不同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需求。 

3.2 强化队伍建设 

“要充分发挥思政课教师在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5]
，强化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

其一，建立教材统编队伍。在整合教材内容时应推动大中

小学各学段教师共同参与到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成立一体

化的教材整合小组，高校思政课教师应积极参与到义务教

育阶段的思政课教材编写或审定的工作中，中小学思政课

教师也应熟悉高校思政课程的编写流程。如此才能畅通大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在教材整合方面的沟通协调机制，从而

建立起逐层深入、前后贯通的教材内容体系。其二，强化

教师培训。要强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理论与实

践培训力度，充分利用线上研讨交流、线下实地走访、课

堂展示交流等多种方式，利用周末理论大讲堂等完善的线

上开放理论资源，提高各学段思政课教师的理论素养。与

此同时，应经常性地开展各学段思政课一体化的实践教学

环节，利用统一的实践基地，会同各学段的思政课教师与

学生共同参与，“同上一节实践课”，在实践中深化大中小

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建设成效。其三，建立集体备课机制。

在同一区域内，各学段思政课教师可以围绕相同或相近的

主题，开展集中教学研究，使各学段的教师能充分了解彼

此讲授内容的重难点，以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状况，

在实际授课时能有针对性地对所要讲授的主题内容进行

优化整合。另外，集体备课制还强调跨区域间的协同备课，

形成结对共建的组团式备课团队，利用信息技术搭建线上

备课平台，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促进不同地区间

的思政课协同发展。 

3.3 扎根课堂教学 

推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离不开课堂教学这

个“主渠道”，必须牢牢抓住“教师如何教”与“学生如

何学”这一基本环节。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要密切关注学

生的身心发展状况，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开展

精准教学。如小学阶段，小学生的认知层次还比较低，此

时不可以强行灌输理论深度较高的内容，而应多采取讲故

事、做游戏的方式，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中进一

步理解教学内容。到了大学阶段，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理

论素养和政治基础，此时应将课堂的主动权转交到学生手

中，思政课教师通过组织专题讨论、课堂辩论等方式，充

分发挥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深学生对理论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在探索多样化的课堂

表现形式时也应把握基本原则，即“形式要服务于内容的

需要”，杜绝思政课堂过度娱乐化的倾向。要基于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突出政治

性，坚定鲜明的政治导向，引导学生从思想上、行为上积

极向上向善，成长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人才。 

3.4 搭建育人平台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涉及的因素众多，不仅包

含直接参与教育领域的教师和学生，还立足于当下的社会

环境。因此，必须协调好诸多因素，搭建育人平台，加强

资源整合。其一，在学校内部形成思政合力。要充分发挥

课程思政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强

化顶层设计，将“价值塑造”“政治引领”等思政元素融

入到大中小学各学段各门课程之中，打破思政课程“单打

独斗”的局面，形成各门课程同向发力的课程思政育人体

系，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相互配合，推动课堂教学

的内涵式发展。其二，加强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要进一

步强化社会层面的思政育人资源的整合力度，形成课内与

课外相结合、学校与社会共促进的整体联动效应。完善思

政课的实践教学机制，建立适应不同学段学生成长发展特

点的“进阶型实践教学模式”，例如小学阶段发展认知型

社会实践，中学阶段发展强化型社会实践，大学阶段重在

反思型社会实践。只有充分挖掘社会层面的思政育人资源，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思政课一体化的建设过程中，才能释

放“大思政课”的潜力，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

供强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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