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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    
进学生头脑 

——基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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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

实效性，对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有重要意义。结合基础课教学和实

践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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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大学生入学后

开设的第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主要目的是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思想教

育、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为基本内容，从“大学生

成长成才的实际问题”入手，引导大学生树立崇高

的理想信念，弘扬中国精神，培育科学的人生观、

价值观，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法治素养，争

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因此，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合到基础课教学和实

践中去，就成为本课程推进三进工作的关键环节。 

一、理顺思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 

“进教材”是整个“三进”工作的起点。2018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已经前瞻性地全面融入

贯通这一思想，为一线思政课教师推动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在

课前还需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本课程教材内容的认识。 

（一）积极组织教师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学习和研究 

采取个人自学和教研室集中学习相结合的形

式，认真抄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原文，撰写学习笔记，做到既对原文内容熟悉，又

有深刻的认识，特别是集中讨论学生关注的重点热

点问题，形成统一的认识，保持与党中央的一致性。 

（二）积极参加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培训 

按国家和省相关要求，选派骨干教师参加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培训，掌握最新动态，回来在教

研室进行交流，精准渗透教材。 

（三）组织教研室教师认真开展集体备课 

通过集体备课，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解读的基本教案，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课程相关内容进行有机衔接和融合，具体到课

程的各章节之中。力求做到：其一，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教材和教案中

充分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

的价值立场、深沉的家国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论

等。其二，根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

的性质和特点，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有关内容，充分融入教材、准确体现教案之

中。特别是“八个明确”“十四个基本方略”，根据

教学需要，重点切入展现。其三，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许多重要论述，直接与《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教材的主体内容密切相关，应当系统

分类研究，在实践教学中充分开展。形成有关人生、

青年、大学生、教育、文化建设、理想信念、中国精

神、核心价值观、道德建设、依法治国等专题活动。 

二、学懂弄通——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 

“进课堂”处于三进工作的中间环节，起着承上

启下的作用，必须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基础课的关系，实现其内容在课堂上的有

效融合和体现，为实现“进头脑”提供必要的条件。 

一是整体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后形成的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对大学生成长成才提出的新要求，要充分把

握新时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形成发展

的新特点，结合进入新时代和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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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新人的新要求，以人生价值选择——崇高理想

信念——中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

德素质——法治素养为基本线索逐次展开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要求的

分析探讨，是课堂上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是寻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思想

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内容的契合之处。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奥精髓，和“基础”

课程能结合的内容多种多样，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二者可以相得益彰、

相互促进，融合发展。如在讲共产主义理想中国革

命道德时，可结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来阐

述。习近平在作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

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

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要以时不我待只

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

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样，

使学生在课堂上就能从新时和与历史结合的角度来

正确理解中国革命的力量是如何形成、发展和弘扬

保存下来的，进而深的人民拥护的，进一步掌握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谛所在。 

三、打造灵动课堂，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头脑” 

以主题教育为重点，改进和完善教学方法，灵

活运用情境式教学法、任务驱动式教学法、体验学

习式教学法，引导学生把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

合，让学生在实践中真正体会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一）学习十九大精神传统美德伴我成长主题实践

活动 

活动中，结合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内容的六个

方面，联系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深入挖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

力和时代风采”精神，同学们进行了深入浅出地“言

传身教”。有谈重整体利益、爱国的责任感的，有谈

诚信必不可少的，有谈文明礼仪的和谐的，有谈实

干兴邦决心的，有谈榜样星火燎原的，充分地表达

了大学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热爱之情。 

通过活动调动了学生学习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自觉性，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文化道德素养，增

强了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对争做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有重要意义。 

（二）宪法宣誓进课堂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

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为全面推进党的

十九大精神进课堂，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教学中，我们特别组织学生举行了宪法

宣誓活动及宪法知识宣传教育活动。这样既帮助青

年学生树立了宪法观念，提升了对全面依法治国的

希望和信心，又增强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三）升国旗、唱国歌 

国旗、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尊重、爱护

国旗，学唱、传唱国歌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道德素

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这种形式就进了我们基础课的课堂。 

通过观看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视频，组织学生

唱国歌，行注目礼。课后同学们纷纷表示：“升国旗、

唱国歌”这样有益的活动加深了自己对国旗国歌的

认知、对国家的认同，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

从中感悟国旗国歌的真谛和力量，必将会进一步激

励自己投身到工作学习中去，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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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Xi Jinping's though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teaching materials, classroom and students' minds. 

——Thinking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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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Xi Jinping's work of "three advanc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to enhanc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for training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has carried on som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with the basic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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