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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的创新研究

□吴满意　唐登蕓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1731]

[摘　要]    推动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需要在深刻把握这一系统工作的

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应对来自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挑战，以及处理好方法与目标之间错位等

具体问题，进而通过更新理念、加快推进教育方法创新、构建高校思政大格局等创新路径，做好新时

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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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strengthen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into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task.  On  the  basis  of  profoundly  grasping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is
systematic work, we need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from digital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dealing  with  specific  problems  such  as  misalignment  between  methods  and  goals.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innovative paths such as updating the concept, accelerating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building a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patter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will do a good job in the new era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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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研究和把握新时代高校教育体系和人才

培养体系建设的前沿问题，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向纵深发展，2018年11月17日至18日，由北京

师范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电子科技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

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思想教育研究》编辑

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新时代 新要求 新目标：立

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高端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

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

京大学等70余所高校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共聚一

堂，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理论探讨和

学术交流，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成果。

一、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的科学涵义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教育立德树人工作。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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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部署，推进了立德树人工作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花大力气着力解决立德树人的落实落地问题。

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再次明确了立德树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总方针和教育根本任

务，强调要把立德树人放在教育的核心位置，“要

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

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

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

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

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凡是不利于

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这是党和

国家从顶层设计层面重申了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

认识是实践的先导，专家们一致认为正确认识

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的科学内涵，尤其是其中的

核心范畴，是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

体系不断达到新时代的新要求和新目标的基本前提。

第一，关于立德树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冯刚教授从立德树人与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意义、主要目标等维度，阐释了为何要将立

德树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

务。冯刚教授从立德树人的“德”出发，论述了新

时代的立德树人工作归根到底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劳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此意义上，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奠定学生的成长基础、彰

显学校的育人理念、提升教育办学质量等方面，因

而将立德树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构成了教育现代化

的方向目标。其中涉及长期性、规律性、稳定性的

问题值得持续深入研究，需要围绕着社会发展阶

段、新时代要求和全社会对更美好教育的期待等核

心问题，统合学校、家庭、社会等重要教育领域的

实践探索，协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各个环节，例

如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也是体现

在育人意义上的同向同行[1]。

第二，关于立德树人的内涵。党的十八大报告

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立德树人”的概念，党的十九大

报告指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2]，

其内涵也在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得以丰富和明确。

清华大学艾四林教授从培养时代新人的视角出发对

立德树人的内涵作出了深刻的阐释，他指出“为谁

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是习近平

教育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是贯穿其中的主线，这

指导着高校教育体系建设对立德树人工作的科学把

握。他认为这里强调的“人”不能是抽象于时代之

外的人，而是体现时代要求的人，尤其是现代化强

国的要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坚定信念，

能够推动中国道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进一步夺

取更伟大胜利的时代新人，并且是具有人类情怀和

全球视野的人[3]。因而人的培养，也有着极强的时

代烙印，而培育的“德”也是具有时代特征的，特

别是体现为爱国主义的“大德”，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需牢牢抓住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

对此，中山大学李辉教授从人的整体性和教育

的整体性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立什么德”“树

什么人”的内涵。他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也揭示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的现

实意义，人们存在着诸多片面发展的问题，包括物

质与精神，经济、科技与道德，知识、能力与价值

等方面，这是新时代的立德树人工作首先要思考

的。其次教育也具有整体性，教育的要素、阶段、

过程都是整体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

人的工作，人在哪里，思想政治工作就在哪里。因

此，“树人”就是要育新人，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

成和制度保障，推动教育体系创新发展。

综上，与会专家都高度关注了新时代对立德树

人融入教育体系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从现实性问题

出发，探讨了新时代提升教育发展质量、人才培养

质量和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的科学内涵和具体指向。

二、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的困难与挑战

第一，来自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挑

战。电子科技大学吴满意教授归纳论述了思想政治

教育的成绩和发展瓶颈，他指出近年来思想政治教

育已有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多个维度上完成的变化，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在深化（如从书本到人

本），二是模式在转化（如从线下到线上），三是

研究在深化（如从单一到综合），四是实践在活化

（如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而思想政治教育发

展遇到的瓶颈也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思想政

治教育技术手段的滞后性，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的泛化性，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非验证

性[4]。因此，缘于技术的推动，缘于打破发展的高

台现象以及铸魂的需要，缘于优先发展、优势发

展、优质发展的需要，应当顺应和推动思想政治教

育从精准到智慧的发展态势，更好地体现针对性，

把握规律性，富有实效性。

第二，来自于方法与目标之间错位的挑战。西

南交通大学林伯海教授在主旨发言中，从微观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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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紧扣“方法”这一主题词，论述了立德树人

融入教育体系的方法创新的必要性。总体而言，一

是新时代、新目标、新任务要求我们要创新高校立

德树人融入教育全过程的方法，二是“9 5后”

“00后”成为在校大学生的主体亟待我们创新教育

方法，三是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

技术带来的网络化生存方式呼唤我们创新教育方

法。揭示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立”

“德”“树”“人”的含义、要求不同，今天“立

德”指树立美德，就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树人”指培养

人才，我国教育事业要努力培养造就高素质劳动

者、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高校的立德树人包括“立何种德”“树何种人”

的问题，立德包括时代性道德知识和超越性道德信

仰，培养何种人因时而定、因势而为。

第三，来自于教育主体与学生受众之间适应性

不足的挑战。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郑泰安教授指

出了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具有两个重大的难题，

其一，立德树人是一个体系，教育本身也是一个体

系，两个体系如何深入融合，实现彼此同频共振，

是一个难题；其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

值体系的融会贯通也是一个难题。在这个过程中教

育工作者如何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升教育

教学能力，从而更接地气的开展立德树人工作，以

更好地满足同学们成长成才的需要，是一个至关重

要的问题。关于此，李辉教授也指出，思想政治理

论课存在的问题仍然比较多，集中表现为理论脱离

现实，一是自说自话，脱离学生思想实际；二是照

本宣科，脱离社会现实；三是结论先行，脱离生活现

实。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加强理论支撑。

三、立德树人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

与会专家全面细致地阐述了各代表性高校在立

德树人融入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探索，例如精辟地

分析了民族院校立德树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融

合的问题，有效地厘清了在德育教育过程中“角色

失范”的逻辑，也归纳了宝贵的经验。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子祥教授从实

践探索的角度出发，介绍了西南交通大学正在建立

立德树人效果的评价机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逐步

形成了包括学生的初期评价、自身效果评价和期末

评价等评价指标。他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研

究不仅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采取定量的研究方

式。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对立德树人的助推作用可

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如果立德

树人在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没有具体可行的评价体系

与评判指标，那么立德树人就很可能只是停留在

“空喊口号”的理论认知层面，对学生成长成才的

实际效果就不会显著[5]。

北方民族大学张鲲教授以民族学院为例，展示

了民族院校立德树人融入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的问

题以及启示。他认为民族学院的学生具有其独特

性，这种独特性体现在文化传统、思维习惯、生活

习性等方方面面，这是民族学院开展思政教育教学

工作的难点之一。要在民族院校有效融入和开展立

德树人培育，就要在课程中把文化和思政的内容相

融合，使得学生接受起来顺其自然。民族学院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肩负着立德树人的课程使

命，还有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政治教育、维护

社会稳定的职责[6]。立德树人有三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第二是一个健康的心

态，一个健康的凝聚力和方向聚合点；第三个是要

注重能力培养。

西安交通大学李静结合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各项

举措的思考，认为将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需要做

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课程建设要以深度和高度

为特征，推动科研反腐教学；第二，以创新意识培

养为导向，注重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这是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经济发展增效的必然选择；

第三，以学生为中心，以自主、探究、交流、参与

为核心理念，将学习的主动性交给学生，增强大学

生独立、批判、质疑、创新的能力；第四，促进教

师角色转变。“传道、授业、解惑”是对教师的传

统价值塑造，在新时代，教师角色要实现浅层和深

层的两个层次的转变，即从教师是专业知识传授

者、指导者、引路人的浅层转变到转变习惯思维、

认识到学生能力的深层转变。

铜仁学院冉光仙从高校精准扶贫的角度讲述了

精准资助对贫困大学生的立德树人作用。他认为高

校教育精准扶贫是一种精准资助，蕴含着保障性和

发展性的双重功能，发展性精准资助辨识德性与德

行的关系，着力于破解资助依赖、受助乏力等衍生

矛盾，旨向贫困生内在发展需要，有助于高校德性

教育质量提升[7]。德性教育是主体之间的互动，要

摒弃片面的权利论与义务论，对长期以来资助者优

势视角增多而受助者主体性匮乏现象进行纠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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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要求，保持资助能力提高

与育人能力同步、受助能力提高与道德能力同步，

围绕技业、职业、就业等方面提高学生能力德性。

综上，推动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的实践探索

主要涉及立德树人功能发挥的挑战与误区、影响因

素的处理与效果评价等基础性内容。表明了课程育

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等都是立德树人的有效路

径，只有把课程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结合起

来，才能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增强立德树人的整

体效应。需要在遵循相关原则和逻辑的基础上进行

全面落实，从创新育人理念、建构课程协同、推进

文化育人、强化师资建设、健全运行机制、深化思

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和加强党的领导等多个方面

协同推进高校立德树人工作。这就要求高校思政队

伍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学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最大的政治任务，加强自身学习，发挥表率、示范

带动作用，指导学生学习，在学懂、弄通、做实上

下功夫，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中做实

功，通过不断学习和深入研究提高实际工作的能力

和本领。

四、推进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创新发

展的路径思考

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的时代命题是一个理论

性与应用型深刻交织的问题，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导

向，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

养的教育体系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使命，最关键

的是要推动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的各个环节、各

个领域的工作落到实处，提升工作改革创新的实效

性、针对性和时代感。

第一，明确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的原则。冯

刚教授指出，推动立德树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

融合，需要重视三大原则，一是坚持正确育人导

向，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大力弘扬社会主义价

值体系，努力构建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大系

统和新格局；二是注重文化的力量，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加强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汲取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滋养。三是把

握全社会对更高质量教育的需要。在这些重要原则

的指导下，还要进一步加强紧密联系实际、强化教

育引导、丰富教育载体、完善规章制度、突出建设

重点等具体化的路径创新[8]。艾四林教授以习近平

总书记给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届毕业生的

寄语为范本，阐释了青年培养需要把握的重要原

则，论述了要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提高运用这一科学武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坚

定为祖国和人民矢志奋斗的信念，以实际行动书写

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篇章，强调重视这四个重要方面

的内在要求及其逻辑。

第二，更新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的发展理

念。吴满意教授在揭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遇到

瓶颈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到，实现智慧思政教育理

论研究与实践创新体系是未来思政教育发展的必然

趋势。他指出智慧思政教育旨在构建全域性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整合与教字服务平台，彻底完成“思

想云”生成与凝聚，构架思想云环境，营造思想云

空间矩阵，集成思想云平台，链接思想云资源，达

成思想云服务。利用相应数据平台实现网络化思想

政治教育的教育协同、数据采集分析，全景式的监

控，打造和实施智能识别、智联互通、智慧治理的

全程性思想政治教育。智慧思政的重大价值与意义

就在于，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型的根本性转

换，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全域全景全程

优化。

第三，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李辉教

授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以“把立德树人融入

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

为总要求以构建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并且讲到了

诸多具体要求，一是在内容要求上，要在坚定理想

信念上下功夫，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

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

育理念，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要在学生中弘

扬劳动精神；二是在实践要求上，要树立政治思

维，坚持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政治意识，牢

记党领导一切的意识并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要树

立开放思维，培养学生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到的“四个正确认识”；

三是在主体要求上，教师是关键，立德树人，以师

为范，教师传道，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9]。

第四，加快推进社会实践教育方法的创新。林

伯海教授就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融入社会实践教育

方法的创新凝练了五点建议，一是嵌入渗透法，所

谓“嵌入”就是将讨论、辩论、演讲、情境模拟、

微课秀、微视频、微剧秀等实践活动嵌入到理论教

学中，让理论有情有义、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所

谓“渗透”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渗透到专业实习、

校园文化活动、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中；二是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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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法，强调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各个

部门、各主体齐心协力，让实践育人的体系更加系

统、完善、成熟；三是关切回应法，立德树人工作

必须关注并且有温度的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成长需要

和期待；四是激励导引法，就是要通过榜样示范、

使命感召、责任担当，激发大学生实践的内生动

力，同时关注大学的一切实践活动情况，作出客

观、全面、中肯、科学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有

的放矢，加强价值引领，深化实践活动的内涵；五

是线上线下互动法，新时代立德树人工作融入社会

实践教育必须考虑当代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将传统

和现代融合，线上和线下有机互动，推进实践育人

工作的网络化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理论化[10]。

第五，更好处理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中的条

件性、矛盾性、体系性、规律性、价值性等基础性

问题。在分论坛中，与会专家在立德树人的难点问

题、方法路径、实践经验等方面交流了各自的体会

和思考，从不同视角指出了实践工作中的重点和难

点，尤其是教师要围绕立德树人开展教育教学、学

生要围绕立德树人进行学习所涉及的关键性内容，

包括厘清制约性要素和新时代的有利条件，协调好

立德树人工作中的时代性、阶段性矛盾，将习近平

教育重要论述作为一个体系贯穿到思想政治工作始

终，加深对立德树人规律的认识和研究等重要方

面，共同思考和分析了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的

建设向纵深推进的前沿性问题。

与会专家学者以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为统领，对

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的现状、问题、挑战和前景

进行了充分研讨，尤其是对新时代立德树人工作的

新目标新要求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达成了高度共

识：一是要从国家战略层面认识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立什么德”和“树什

么人”的理论逻辑科学把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核

心内涵；二是要从时代特征和理论前沿的视角认识

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的困难与挑战，处理好立德

树人工作与新媒体新技术融合发展、三全育人协同

推进、课程建设优势更加凸显等多种关系；三是要

从提升工作改革创新的实效性、针对性和时代感的

目标出发，思考推进立德树人融入教育体系的创新

路径，包括明确原则、更新理念、构建全新工作格

局、加快推进育人方法创新，等等。这些理论研讨

成果为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为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有力的思

想指导，也为不断思索、不断探究相关领域的研究

指出了一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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