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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关键课程。”思政课谓之“关键课程”，在于其事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

题，事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个根本目标，事关立德树人、铸魂育人这个根本任务，必须久久为功、行

稳致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突破传统课堂、学校与知识边界，办好在线思政

课，将教学优势转化为支持防疫斗争的强大力量，切实提升特殊时期思政课的思想性、针对性、亲和力。

阐释热点问题，在理论彻底性上守正创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

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理论上不彻底，就难以服人。”疫情防控期间办好在线思政课，应在理论彻底性上守正创

新。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引导青年学生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

思政课在线教学应通过充分的学理依据、可靠的事实分析、深入本质的说理方式，对“以巨大经济损失为

代价阻断病毒传播是否值得”“中国重大疫情防控的制度优势”“小确幸与担当”等青年学生关心关注又

不是十分清楚的问题，进行深刻阐释、透彻解读。要科学揭示蕴含其中的内在矛盾、内在本质，而不是“遮

蔽”“回避”问题与矛盾。积极渗透正确的价值导向与科学的理论思维，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

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及作用规律，以其彻底的理论性抓住事物根本，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学术涵养

吸引青年学生，使他们“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真正起到解疑释惑的作用，体现思政课的学术深度与理

论高度，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耳、入脑、入心、入行打开新通道。

强化论证说服，在逻辑严密性上守正创新。逻辑是关于正确思维与表达的科学，人对符合逻辑的东西

往往具有天生的认同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体现的“稀有的逻辑力量”一向为后学所称道，列宁演

讲中所传递的逻辑力量被称为“万能的触角”。当前办好在线思政课，应在逻辑严密性上守正创新。善于

运用逻辑、严格遵守逻辑，在云端教学中做到概念明确、判断准确，推理具有逻辑性，论证富有说服力。

比如，可以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理论逻辑展开，深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聚焦

“疫情大考告诉我们什么”的现实逻辑，分析中国抗疫彰显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显著优势；从我国防疫斗争的历史逻辑出发，阐释中国从磨难中奋起、化危为机的历史经验与智慧；从胸

有大志、心有大我、肩有大任、行有大德的实践逻辑，在问题递进中逐一回应青年学生疑问。在线课堂应

有合理明确的逻辑起点，善于运用分析综合、分类比较、证实证伪、演绎归纳、论证反驳、抽象概括，课

堂设计、活动形式、教师指引应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充分体现思政课的理论逻辑、价值逻辑、现实逻辑、

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体现思政课在线教学的严密逻辑性，做到把我们底气充足的思想理念讲深讲透，使

我们想说的内容入耳入脑入心。

改进授课方法，在表达艺术性上守正创新。毛泽东同志形象地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

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

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思政课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讲得准确

是科学，创新方法是艺术。办好在线思政课，应在表达艺术性上守正创新。以提升亲和力为着力点，积极

进行授课风格、授课语言、授课工具、授课形式、授课载体的艺术创新，将深刻的理论分析与生动鲜活的

案例、新颖活泼的形式、形象直观的影像结合起来，实现表达艺术性与教学内容的完美结合。运用在线理

论教育法，分析中国抗疫彰显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制度优势；运用在线典型教育法，



讲述防疫战疫一线的感人故事；运用在线案例教学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万众

一心抗击鼠疫、“血吸虫病”、天花、霍乱、“非典”的历史片段；运用在线比较教育法，分享疫情防控

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经验。同时，还可以在线运用形象教育法、激励教育法、说服教育法、疏导教育法、情

感陶冶法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切实实现各种教学方法与工具全息渗透、综合融通，回应特殊时期思政课

在线教学情境的需要，以表达的艺术性、方法的创新性，积极引领青年学生深刻体悟疫情防控之战所体现

的中国速度与中国奇迹、中国制度与中国力量、中国治理与中国效能、中国智慧与中国贡献，增强“此生

无悔入华夏，来世愿在种花家”的幸福感、自豪感与荣誉感。

善用新兴技术，在载体现代性上守正创新。思政课是做人的工作，青年学生在哪儿，思政课教学的阵

地就在哪儿。以“90后”“00后”为主的青年学生是名副其实的“网络原住民”，他们大部分信息都从网

上获取，网络化学习、网络化生活、网络化娱乐已成为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

“推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应用。”办好在线思政课，应在用好新载体上守正创新。

疫情发生后，教育部发布多个指导性文件，要求充分利用各种在线课程平台与在线交流工具组织教学。广

大教师应积极以网络为载体，变“面对面”为“键对键”，综合利用网络控制技术、通信技术、视觉技术、

移动设备、社交媒体、虚拟现实，尤其是数字化平台技术等在线“云”开讲，将火热战“疫”转化为思政

课教学的云端课堂。切实发挥其传播速度快、时空限制小、受众群体广、社会影响大的优势，坚定青年学

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信心与决心，增强他们的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

心、谨慎之心，扩大在线思政课的育人覆盖面与社会服务面，努力把互联网技术优势转化为支持思政课教

学的制胜优势，让思政课在线教学更加有情怀、有温度，更有时代感与吸引力。

服务发展大局，在影响深远性上守正创新。浇花浇根，育人育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关键课程，其作用不仅在一事一时，更关乎青年学生理想信念、知识能力与道德修养的根本提升。疫情防

控期间办好在线思政课，应在影响深远性上守正创新。一方面，既要关注当下意义，更应注重长远效应。

面对突发疫情，思政课按照“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工作要求，云端开课、在线教学，以润物无声、

直指人心的特殊方式，承担起特殊的云端战“疫”任务，它通过讲好疫情防控的制度优势、制度自信，讲

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与中央决策部署，起到了鼓舞士气、凝魂聚力的正向作用。同时，它着眼于青

年学生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的根本提升，塑造他们勇于直面重大风险，敢于在斗争中推动发展

的精神风貌、意志品质与思想境界，更具有长远价值。另一方面，既要关注育人意义，更应注重社会效应。

思政课在线教学是高校疫情防控的重要战线，是维护师生生命安全、守护校园一方净土的重要力量。疫情

下的在线思政课，对象是大学生，其影响却在全社会。办好疫情防控下的在线思政课有助于消除全社会的

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具有支持配合国家整体疫情防控

大局的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