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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等 学 校 是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的 重 要 阵

地I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重要任务K当前I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I经济全

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K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过程中I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J分配方式J就业

渠道J利益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了多样化的格局K这样

复杂的国际大环境和国内社会现实I将对人们的思

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重大影响K这意味着在高等

学校中I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K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I如何坚持实事求是J与时俱进的

科学态度I开创高等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

境界I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I也是我们必须认

真探索和解决的问题K

一J坚守主阵地

当今的世界I是两种制度并存的世界K西化J分
化J瓦解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

对势力的既定方针K特别是原苏联解体J东欧剧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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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美国继续坚持新的"冷战思维#!利用全球化的趋

势!借助其经济$军事以及文化优势!极力将美国的

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扩展到全世界!实现

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为实现他们的战略目的!美国

为 首 的 西 方 敌 对 势 力 加 紧 了 对 中 国 的"遏 制#与 渗

透%高等学校!是社会舆论与思潮的敏感区域!特别

是在开放和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更成

为社会舆论的晴雨表!处在渗透与反渗透的前沿%因
为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从而意味着这场

渗透与反渗透$争夺与反争夺的斗争将日趋激烈%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高等学校党的组织和广大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要有强烈的阵地意识$高
度的政治锐敏性和政治坚定性%因为目前与西方敌

对势力的斗争!相对于"冷战#时期的明火执仗的对

抗而言!具有很大的隐蔽性!这就要求我们时刻保持

清醒的头脑!分清良莠!坚固反渗透的堤坝%同时!必
须坚持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坚守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阵地!主动进取!用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

牢固占领高等学校的思想文化阵地%

二$拓展新视野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拓展新的视野!这是

当今的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

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

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世界变得狭小了!人们相互

间以零距离的方式进行沟通和联系!这就意味着对

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失去局

限性%因此!当今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必须

超越一国的局限性!必须具有一种全球意识和世界

眼光%这就是说!在考察大学生成长环境的过程中!
我们不但要看到国内的环境!更要看到国际环境&在
研究大学生思想变化规律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注意

国内的因素!更要注意国际的因素&在探索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对措的时候!我们不但要着眼于国内

的现实!更要着眼于国际的现实%也就是说!我们要

用世界的观点$联系的观点来审视大学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特别要时刻关注和研究世界正在发生着什

么!有哪些热点问题!这些热点问题对国内会产生哪

些影响!尤其是对青年大学生会产生哪些影响!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掌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
才能打好主动仗%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还

要体现在思想教育的途径$方法的改进和创新上%事

实上!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十

分重视青少年的教育%重视德育!强调思想品德教

育!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总体趋势%世界各国!包
括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青少年的思想品德

教育方面!都积累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我们

要认真研究和广泛借鉴!吸收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做

法!为我所用!改进和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

径和方法!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三$坚持主旋律

坚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核心的问

题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的思想教育和引导青年大学生!这是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八十

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年 /月 0+日在中

央党校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否认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
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
我们要贯彻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从"三个代表#
的高度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动摇!坚
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的思想武装青年大学生不动摇%特别是在当前的

形势下!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同机械地$
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做斗争!更要

同任何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否定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错误思潮做斗争!排除来自

"左#的和"右#的各种干扰!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年学

生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唱响马克

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

四$理论为先导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

境界!重要的一条就是思想理论的创新!就是坚持把

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11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作

为思想理论武器!来教育和武装青年大学生!而不能

再用机械式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是被实践

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来左右和影响青年大学生%同时!
又要坚持用新的理论来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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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

遍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

一系列的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

段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的认识"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根

本问题都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形成了系统的科

学理论##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

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继续探索"紧紧围绕如何

保 持 党 的 先 进 性 和 执 政 地 位 问 题"提 出 了$三 个 代

表%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党的建设"经
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所面临的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新境界!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用邓小平理论"特
别是$三个代表%的思想教育武装青年大学生"深化

$两课%教育和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大力推进$三
个 代 表%思 想 的$三 进%工 作"用 创 新 的 理 论 教 育 青

年"用创新的理论指导青年的教育工作"开创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境界!

五&面向新实际

面向新实际"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紧紧把握当今的

时代特点"密切结合新的社会现实"开展大学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的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

展起来的"而理论的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解释现实&
指导实践!要让广大青年学生深刻认识和理解理论

的魅力"就要联系国际&国内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国

际&国内的一系列热点问题"用科学的理论正确地加

以解释和说明!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

潮时期"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是解决

青年大学生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中国共产党

的信任!因此"我们就要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

展&新变化"结合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在探索中

复兴的历史趋势"特别是结合在新的科技革命迅猛

发展&经济全球化中社会主义逻辑不断增长的社会

现实"引导学生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社会

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挽救世界

资本主义的深重危机"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不断

抛出各种政治主张"形成种种社会思潮!例如$民主

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等!对这些社会思潮的本

质如果不加以剖析和批判"就会严重影响和干扰我

们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我们必须以更广

阔的视野"更加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去认识世

界&解释现实"使学生廓清思想上的迷雾"高扬起真

理的旗帜!

六&开辟新途径

在新的形势下"开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

途径"重要的是实现四个结合!
一 是 继 续 强 化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与 专 业 教 育 相 结

合!大学教育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以马列主义理

论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思 想 品 德 教 育 具 有 很 强 的 智 育 功

能"而专业教育同样也具有重要的德育功能!因此"
我们必须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紧密地结合起

来"特别是要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贯穿于学校教育

的全过程"从而有效地克服目前高校中存在的思想

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的现象!要实现思想政

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与渗透"重要的是要发挥

广大教师的教书育人作用"以坚定的政治方向&崇高

的人格品质&严谨的科学精神&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来教育和引导学生"使学生在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

同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人文

学科教育的意义在于特有的教化作用!著名学者顾

明远教授曾经指出’人文教育能告诉人们"$人类的

文明是怎样产生的(人类社会是怎样组织发展的(人
对自然&人对社会&人对别人&人对自己应该有什么

样的态度(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什么是高尚"什
么是卑劣)什么应该捍卫"什么应该摒弃)总之"人
文科学可以使人们了解世界"了解自己"了解人对社

会的责任!%由此可见"人文教育不仅可以丰富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同时"又为大学生接受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奠定坚实的情感和态度基础!试想"一
个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无所知"对人与自然&社会缺

乏正确理解的人"对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都认识

不清的人"怎么能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

观呢)因此"我们必须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人

文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要克服两种错误

倾向"其一是排斥论"即否认人文教育的思想政治教

育价值!例如"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内容就是孤立的几门政治理论课"内容

体系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导致大学生的情感世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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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贫乏!基础文明水准较低"其二是取代论"当前在

高等学校强化大学生人文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

种将人文教育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这是非常

错误和有害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的核心!如果放弃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内

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就等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意

识形态!就必然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这是要坚决反

对的"
三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思

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

联系在于目标的一致性!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
区别在于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心理健康教育是以增

进学生的健康水平#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促进大学

生个性健全发展为目的的教育活动!其主要任务是

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介绍和讲授心

理健康知识!开展辅导和咨询活动!帮助学生树立心

理健康的意识!优化心理品质!增强心理调试能力和

对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预防和缓解心理问题"概括

地说!心理健康教育的侧重点在于优化学生的心理

品质!促进学生个性的健全发展"而思想政治教育的

侧重点在于使学生树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价

值观和人生观"但心理健康教育对于思想政治教育

具有基础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从大的方面来

说!一 个 心 理 不 健 全#个 性 不 完 善 的 人 是 不 能 成 为

$合格%人才和$接班人%的"从微观的方面来说!思想

政治教育的效果要从外部施加&灌输#引导#熏陶’转
换为内在的心理过程即内化才能实现"对外界信息

的选择和吸收是由学生的心理倾向决定的"如果个

体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或由于压力过大!或由于家

庭变故!或由于外界不良的刺激而造成心理障碍!就
会对外界的信息形成一种排斥性的心理反应"如果

这种心理障碍不能及时排除!我们无论对其进行什

么样的教育!都是不能奏效的"只有使学生保持良好

的心理健康状态!保持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才能保

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因此!我们要积极探索!大
胆实践!努力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

结合的教育模式"
四是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社会实践是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环节!而实践本身就是教育"社会实践对

人的教育更具有直接性和体验性"思想政治教育的

理论若不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就会变成空对空的理

论!无法让大学生接受"因此!学校的党团组织!特别

是学生工作部门!要采取各种形式!积极组织学生开

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投身于火热的#改革开放的

实践中去!去感受社会的变化和理论的正确与威力!
从而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七#开发新载体

开发利用新的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重

要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非常惯于通过各种渠道#采用

各种途径#利用各种载体来输出他们的思想文化和

价值观念"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在全球普及以来!他们

更是利用计算机网络的即时性和无边界性的特点!
大力加强文化输出和渗透!这既给我们提出了严峻

的挑战!又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就是要用现代科学

技术手段来构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特别

是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构建网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新阵地"
当前!在教育部的大力推动下!高等学校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工作已普遍开展起来!各学

校都创造了比较好的网上教育形式!例如举办形势

政策论坛#理论讲座#网上党校#网上团校等!特别是

使$两课%教育进入网络!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我们

要认真总结!继续探索!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

网络的工作!使网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更加

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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