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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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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1 世纪是多元文化社会，在现代潮流语境下高校除需注重学生知识、技术教学以外，也

需时刻关注学生思想的变化，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力度，为社会培养更多高技术、高素

质人才。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为研究对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在此

基础上结合社会科技及高校发展情况，探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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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大会肯定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成就，并

将其纳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

展目标的重要指导思想，该思想理论现已同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及科学

发展观共同被视为 21世纪我党各方面工作行动指南。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想汇聚之地，高

等教育成果早已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实力的评

价指标。在注重多元化、国际化发展的今天，高校作

为社会专业化人才输出窗口，高校教师应深入理解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关内容及特征，

将其融入到校内意识形态工作开展中，为国家培养更

多文化思想素质较高且专业技术过硬的复合型人才。 

一、意识形态工作与社会主义特色思想发展关系 

进入 21世纪发展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进入全新阶段，国际化发展趋势下党和国家将面临

更多发展机遇及挑战，为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领导班子，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

论等老一辈发展先驱优秀的思想观念基础上，通过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完善，为国

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对高校意识形式工作的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多年实

践过程中现已成形，该思想理论在继承改革开放的

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又根据当

前国家基本发展现状，提出了诸多新的发展思想观

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

践主题”，为此从党的十八开始，习近平总书记便

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发展目标、发

展任务、发展布局、战略规划及发展驱动力等多方

面问题做出了理论创新，希望进一步明确“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方向。整体而言，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及国家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有着浓

厚的人民情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围绕为广大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而开展，无论是全面小

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制定，还是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及

全面深化改革等发展方针的提出，所有出发点均是为

了给人民创造一个安居乐业、富足富强的生活环境，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发展中将人民利益的满足程

度定为改革发展成效的重要参考指标，可见人民群众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有着

崇高的地位，这也体现了该思想理论的人民情怀
[1]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与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 

所谓意识形态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共同的

价值认同，该种价值认同将决定社会存在个体的行

为导向。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认同存在

明显的差异，这就需要社会组织机构正确的引导让

人们在价值认同上达到统一，为达到共同目标而奋

斗。顾名思义，意识形态工作是指以社会某种得到

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展开宣传及解读的工作，

该项工作涉及范围相对较广，社会各大行业均有涉

及。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属于一种独立存在意识

形态，该意识形态延续及继承了华夏民族千百年来

追求繁荣富强、国泰民安的发展愿景，得到广大人

们群众的认同，也是社会组织积极宣传的价值观念。

随着多元文化社会环境的形成，及高等教育的普及

化发展，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现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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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发展关系，一方面高校可

借助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让更多青年大学生了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创新也离不开高校环

境中优秀的大学生群体的认同及传承，尤其是在外来

不良思潮浪潮不断给广大青年带来负面影响的今天。 

二、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的积

极作用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有助于学生素养的提升 

随着高等教学普及化发展，国内高校的教学环

境、教学设备及师资队伍明显得到改善，为大学生

群体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可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

发现不少学生在高校学习阶段，更愿意将时间及精

力花费在专业知识学习方面，认为专业知识才是自

身将来立足社会之本，这种思想在 90后大学生群体

中普遍存在。作为优越物质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一代，当代大学生群体的集体荣誉感不强，不少学

生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视为自身处事准则，

普遍缺乏合作共赢意识及集体荣誉感。意识形态工

作作为学生思想价值关键建设的主要途径，面对当

代大学生思想精神文明的匮乏，高校教师应在传授

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关注当代大学生思想的变化，

积极利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引导学生形成

健康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学会正确的为人处事方

式，将他们培养成为德智兼备的优秀人才，这样才

能体现出高校在社会环境中的价值
[2]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有助于和谐环境的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施行及国家经济的腾

飞，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明显提升，党和国家

积极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逐

渐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焦点，可因国与国之间自身利

益之间的竞争，中国思想文化成为部分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抨击对象，甚至还有极少数国家借助互联网发

展趋势，将“功利主义”、“普世价值”等负面思想

观念传递给国内广大青年，企图颠覆国人对于“中国

社会主义特色”思想文化的认识，阻碍中国经济的持

续化发展。高校教师要积极开展好意识形态工作，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民族精神传递给大

学生，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的道德评判标准，这样才

能让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将华夏民族优秀思想文化及党的优秀成果宣传出去，

克服不良思想浪潮对和谐社会发展建设造成的阻碍。 

（三）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涉及内容 

关于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习近平总

书记曾在公开演讲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

强则国家强”。这就要求高校在实现高等教育普及

化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

需求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内容做出调整，将立德

树人、服务他人等诸多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

观念传递给高校学生，让他们在高校学生中逐渐接

受及认同换位思考、团结互助、善待父母等优秀思

想价值观念存在价值，成长为一名有思想、有技术、

有见解的优秀大学生，将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

展目标的实现做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3]
。 

三、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发展路径

的优化 

改革开放以后，高校取得多方面发展成效，现

已基本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发展。据了解，我国

现阶段已有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这就要

求高校在发展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内容为载体，积极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将立德

树人作为高校发展的根本任务，培养出更多的优秀

人才。基于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情况，高

校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以高校课堂教育为起点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工作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时代都有着自身主流

意识形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理论指导下，高校教师首先应对正处于价值观念形

成时期的大学生进行正确引导，要充分利用高校可

利用资源，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观

念传递给每一位大学生。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

高校思政教师应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将新时代背景

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借助

现代多媒体设备向学生讲解该思想理论所宣扬的民

族化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现代青年大学生个性较强，

在课堂教学环节教师应避免说教式教学方式，尽可

能为他们营造轻松活跃的学习氛围，以此调动学生的

兴趣，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理论教学基础
[4]
。 

（二）以高校校园环境为阵地积极开展教学实践工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校意识形态

教学工作者，在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应紧紧围绕“为

人民服务、创造美好生活”的发展主题，开展社会实

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去感悟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倡导的正确价值观念，例如

组织学生开展公益植树活动、看望留守老人、儿童等

活动，潜移默化地将他们培养成为美好、和谐社会的

建设者，并在当中感受帮助他人的快乐，以此培养广

大学生群体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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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research progress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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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unity is always a matter of national unity,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mission and practice path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a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five identities", to solving ethnic 

problems and to national and social governance. "National unity is a process, and it is a process of social and state 

governance, ". The ideology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exchanging, communicating and blending "put forwar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helpful for eliminating the disorder.of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national identity 

 

（上接第 66页） 

（三）以校园网络媒介为窗口积极开展文化宣传工作 

高校在意识形态工作开展过程中，要加强校园

网络媒介信息流动监管，一方面避免外来不良思想

浪潮的信息流入校园环境内，给学生、教师的思想

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可充分利用网络信息传

播的时效性，让更多学生及教师透过网络化平台了

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传播的价

值点，做好校园文化宣传工作，为校内意识形态工

作的开展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6]
。 

综上所述，高校是社会人才的汇聚地，也是思

想文化碰撞的前沿阵地。在现代社会环境中，高校

应将意识形态工作视为高校发展主要任务之一，将

高校打造成为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的前沿阵地，为高

校的持续化、规范化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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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wenty-first Century is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 trend in addition to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each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so need to always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of students' thought, and strengthen ideological work to train more talents with mor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high-quality for the society. This paper regards the ideological wo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ees Xi Jinping’s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as foundation, and explores a 

new approach to ideolog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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