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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应解决好理念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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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当前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在建设过程中通常更关注课程资源建设、教师集体备课、一体化教学展示等方面，在某种

程度上忽视了实践当中的理念冲突。这个实践中的“理念”可以具体理解为反映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实践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和思想方法，体现在管理理念、课程理念、实践活动目标中，

具体表现为注重政治宣传与注重思想理论教育之间的协同理念冲突；中小学新课程理念与高校思

想政治课教学理念的冲突；以学生为中心与以教师为中心的活动目标冲突等。如何处理上述实践

理念冲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效。 
    解决好理念冲突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应有之义。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初衷是
明晰不同学段思政课教学任务，减少教学内容倒挂、脱节、重复，促进各学段形成教学合力，从

而在纵向建立各学段层层递进、横向各课程密切配合、必修课选修课相互协调的课程教材体系，

实现课程目标、课程设置、课程教材内容的有效贯通。一体化建设是否形成合力、相互协调配合

依赖各学段教师是否在课程理念上形成共识。要想在纵向实现各学段的行动层层递进，课程目标、

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的一体化，也需教师形成协同理念。如果丧失了这一前提，实践行动就会走

样，实践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必须要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类

理念冲突。 
    树立学段“同体异构”理念，处理好政治宣传与思想理论教育之间的理念冲突。政治宣传要
点在宣传，把新时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大中小学生宣讲，目的是让他们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与

实践。因此宣传教育的核心是正确无误地传达精神，运用传播学的规律让大中小学生较好地接受

信息。思想理论教育要点在争取认同，回应大中小学生头脑中产生的疑问，用理论提升他们的思

想认识，使他们正确理解党和国家正在做的工作。因此思想理论教育的核心是对大中小学生进行

思想引导，激发大中小学生的自觉性、主体性和使命意识，使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主体力量。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不仅要进行政治宣传教育，还要进行思想理论教育，任何强调一方面
的教育都是片面的。统一两者在于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实现同体异构，开展适合不同

学段学生的政治宣讲，对高中、大学生进行深入的思想理论教育，让政治宣传与思想理论教育相

互配合。 
    “政治认同”核心素养叙事引领，处理好中小学新课程理念与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理念之间
的冲突。中小学思政课是为了培育学生的道德、性格、文化修养、法治观念，使个人完善，全面

发展；大学思政课是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认

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培育政治认同，使个人能够成为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要调和两种理念，不能采取对立思维。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要用“政治认同”这一核心素养引领大中小学生的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

等其他核心素养，重点引导学生理解政治认同中的政党认同、国家认同及其他核心素养中家国情

怀意义生成，诠释制度认同、体制认同、政策认同与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的关系等。 
    建立“思想共享共育”思维，处理好“以学生为中心”与“以教师为中心”的实践活动目标
冲突。以学生为中心意味着各种一体化实践活动要把学生作为活动的主体而不是配合教师活动的

客体，要让学生在精心设计的活动中情感受触动、思想受教育。学生在活动前后的情感体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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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观念认知、政治思维方式是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教学的重点。以教师为中心在活动中常常表现

为，注重提高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素质，提升教师教学能力。这种高阶理论与思想深度

对教师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却不符合低学段学生的学习需求与认知规律。思想共享则是一个互动

的过程，它需要共享主客体之间相互配合，注重共享主体的思想碰撞，在活动当中双向互动。例

如，小学阶段共享生活见闻和感受，初中阶段共享思想产生的过程与困惑，高中阶段共享思想发

生发展的规律，大学阶段共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真理性与实践性。在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实践活动中，要把师生放在一个“共享时空”，引领学生实现思想提升与认知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