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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个性化人才培养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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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照当前高校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方

法和个性化人才培养工作的实施过程有机结合，准确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个性化人才培养

的理论联系，积极探索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有效实施路径，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

个性发展”的工作理念，科学、有效地完成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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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明确指出：“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

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关

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位学生的优

势潜能。”在当前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崭新时期，

高等学校承担了培养高质量、高素质人才的历史重

任。紧密联系当前人才需求的社会要求，准确把握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个性化人才培养工作的理论

联系，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心。充分了解

学生的个体差异、准确把握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保

证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探索更加科学、

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路径，全面落实“以人为

本、个性发展”的工作理念，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

质量、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1] 

一、基于个性化人才培养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将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和个性化

人才培养工作实施过程有机结合，准确把握二者之

间的理论联系，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充分考虑学生的个性差异和个性需求，

通过实施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定位，帮

助学生澄清个人理想，树立坚定政治方向，培养创

新精神，激发探索勇气，勇于大胆实践，掌握基本

生活技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升学生的学习

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生活能力，促进学生

全面、有序发展。[2]  

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不足 

（一）学生主体地位的缺失 

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过分追求教育过程的规范

性和教育结果的约束性，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更新

速度缓慢，与当前社会高速发展的现实情况存在脱

节和滞后，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主观意愿和客观表

现，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主体地位缺失，忽视了学

生群体的内心感受，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新性

得不到有效地发挥和体现，学生在参与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中表现出“不积极、不主动、不参与”的“三

不”状态。 

（二）忽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和个体需求 

因为学生个体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性格特

点的不同，所以他们的个人需求和发展方向势必会

呈现出多种不同情况。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采

用整齐划一的标准和形式来教育管理学生，没有充

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个性需求，学生在参与教

育教学活动时，由于学生的个体需求不能得到很好

地满足，教育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情况不匹配，整

个过程中处于不得不参与的被动接受状态，导致学

生积极性不高，参与程度和体验程度大打折扣。 

（三）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陈旧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关系到学生思想认识的提升

与发展，对学生的价值观念、个人品质、道德情操

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沿

袭一直以来的教育模式，以思政课程学习、专题教

育、课外活动、日常管理等手段为载体，对学生进

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没有及时结合当前社

会发展形势做好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总体设计和系

统的跟进指导，导致学生对思政课程不重视、不关

心，而专题教育和课外活动与课堂理论学习衔接不

够紧密，学生没兴趣、不参加，在对学生进行日常

管理时，不理解、出问题。尽管日常工作付出很多，

但是对学生的教育引导不够深入和持久，甚至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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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断层现象。 

（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完善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两

类，一类是以思政课程为主体的第一课堂教育，另

一类是以专题教育、课外活动为载体的第二课堂教

育。第一课堂教育大多以思政课程教材内容为中心，

然而现行教材内容无法满足当前大学生的多元需

求，课本内容更新不及时，严重滞后于当前大学生

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状态，且课本内容大多偏重理论

引导，忽视了重要的实践环节，已经不能完全满足

学生的实际发展需求。以专题教育和课外活动为载

体的第二课堂教育由于受到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制约，活动内容关联性不强，缺少统筹兼顾,活动主

题不鲜明，特色不明显、内容单一，导致学生参与

的积极性不高，客观上影响了个性化人才培养工作

的实施。[3] 

（五）思想政治教育考评体系脱节 

思想政治教育考评体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实施过程中的核心环节，考评结果是检验思想政治

教育实施效果的直观体现。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评价的主体是教师，学生在考评过程中处于不得

不参与的被动状态，考评过程由教师掌握，学生必

须按照教师的要求完成相应的考核，忽视了学生个

体的情感体验与学习感受，考评形式单一，基本以

理论考试为主要实施形式，考核内容又多以教材内

容为主，用理论知识考试成绩作为评价的唯一结果

衡量学生个体的道德水平和思想觉悟显然不够全

面，忽略了必要的实践考核环节，学生的日常行为

表现和意识观念得不到真实有效的反馈，给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三、基于个性化人才培养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

路径 

通过落实“以人为本、个性发展”的教育理念，

强化学生为主体的教育过程，尊重学生的需求差异

和发展差异，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丰富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考评体系，结合学

生的自身特长培养学生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激发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潜能。 

（一）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实施个性化人才培养工作的

重要途径和载体，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个性发展”

的教育理念。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要彻底打破以

往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在教师中达

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强化学生主体地位”的共

识。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大胆创新，结合当

前社会发展的新动态和学生关注的热点开展系列的

教育教学活动，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展示的空间和交

流的机会，设置更加符合当前学生特点的教育教学

活动环节，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掘学生的内

在潜能，提升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强化体验过程，

全员参与，全面提升。 

（二）个性发展，尊重差异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多种形式深入了解学

生的实际情况，发掘学生的特长和优势，尊重学生

的个体差异和发展需求，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创设

良好的氛围。结合学生的共同特点和个性需求，做

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注重学生的特长培养，关注

大学生个体的差异发展，结合当前大学生个体思维

方式和心理状态针对性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提升思

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提高学生参与思想

政治教育活动的机率和效率，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

中受到教育，获得提升。 

（三）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为了保证个性化人才培养工作的稳步推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必须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形

势，针对学生的特点和需求，不断作出调整和创新。

根据学生在校时间的分布，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 年级）开展养成教育，

第二阶段（2年级）开展积累教育，第三阶段（3年

级）开展导向教育、第四阶段（4 年级）开展实践教

育。[4]综合当前社会发展和学生发展的实际，将日常

的思想政治教育统筹规划，划分为六大素质教育指

标，即身心康宁、国家认同、责任与担当、创新与

实践、交往与合作、梦想与激情，根据六大素质教

育指标细化若干具体指标并开展与之对应的教育教

学活动。从学生入学开始，根据学生档案信息，结

合心理状况普查及职业测评相关数据，了解学生的

性格、兴趣、技能、价值观，帮助学生做好与之匹

配的职业发展规划，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根据每

个阶段的实践情况作出评估，将六大素质教育指标

始终贯穿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针对每个阶

段出现的问题作出个性化的指导和帮助，并结合学

生的实际情况调整下一阶段的努力方向。通过四个

不同阶段个性化指导，将六大素质教育指标内化于

心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建立与之对应的教

育教学管理体系，循序渐进地对学生进行“以人为

本、个性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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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紧密联系当前社会形

势，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在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体系理论系统学习的同时，结合当前国际形势、

社会热点及学生的思想动态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专

题教育。同时要在日常的思想教育工作中突出中华

传统文化教育，加强当代大学生的爱国教育，尊重

大学生的个性选择，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另外

还可以结合专业发展、就业前景设计与之对应的校

本课程，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意识和创新实践的精神。 

以学生活动为载体的校园文化传播可以帮助大

学生个体在实践过程中提升道德素质、身心素质和

专业技能，加强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通过不断创

新当前校园文化活动形式，及时融入新媒体运用，

提升校园活动的品质和档次，加强校园文化内涵建

设，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承与升华，提升广大同

学的参与程度，在培养学生兴趣爱好的同时，帮助

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自

我学习的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五）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考评方式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考评方式，既要体现

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引导，又要兼顾学生在受教育

过程中的需求差异， [5]在评价内容方面，要打破以

往理论考试一锤定音的局面，要将学生的身心素质、

道德品行、日常表现作为考核内容纳入到考评体系

中，将理论学习和生活实践有机融合，在思想上和

行动上齐头并进。在考核方式上，要强化学生的主

体地位，给予学生必要的学习、发展空间，积极赋

予学生评价的权利，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品行成绩

考核过程，采取学生自评、班级学生互评、教师日

常评价的方式，按 30%、30%、40%的比例计算学生的

综合评价成绩，在保证理论学习的同时，将更多的

关注放到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以致用，保证评

价结果更加客观公正，在学生完成自评、他评的同

时，可以帮组同学查找自身差距、感受自己的成长

与进步。 

进一步完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

实“以人为本、个性发展”的教育理念，通过不断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内容、体系、方

法，针对性地做好学生思想引导，提升学生的参与

程度，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强化自我管理和

自我约束，为个性化人才培养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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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ized talents 

YANG Zhao-yu 
(The City College,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6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promote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 new ideas, new thoughts, new method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individualized talents cultivation, grasping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dividualized talents cultivation. It also advocates active exploration of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th of 
mutual promo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and further implements of the work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to complete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Key words: ordin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dividualized talent cultivation; 
path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