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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有机统一、高屋建瓴、精辟精

深，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从总体上看，习近平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具有鲜

明的时代性、广泛的人民性、深刻的系统性三重维度。全面把握这三重维度，对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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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密切关注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

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面对新问题新挑战，针对世

情、国情、党情和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际，发表

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

提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阐述了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和历史使命。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和历史使命对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待。对此，习

近平做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教

育的系列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指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根本

遵循。因此，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

重要论述，理解这些论述的鲜明的时代性、广泛的人

民性、深刻的系统性三重维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鲜明的时代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紧紧把握新时代发展

潮流，主动回应新时代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挑战和

新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

述。这些重要论述，强调在新时代要始终加强思想

建设，高举旗帜，树立理想信念; 加强互联网思政; 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

红色革命文化;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等。这些重要论述紧扣时代主题，紧跟

时代大势，振聋发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从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

作，历届中央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对国

家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把思政政治工作视为“生

命线”。习近平深刻指出: “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

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1］

与时俱进创新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国内局势。习

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在新形势下

切实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要主动承担起“举旗

帜、聚 民 心、育 新 人、兴 文 化、展 形 象 的 使 命 任

务”［2］。在国际层面，世界格局多极化正处在加速

演变之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社会

主义发展处于低潮，新西方干涉主义日益蔓延，公正

·45·

DOI:10.16320/j.cnki.sdqnzzxyxb.2019.01.012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sixiang zhengzhi jiaoyu yanjiu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未形成，各种力量的

博弈斗争异常激烈。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和

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断输入和渗透到国内，

在一定范围内竞相发声，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安

全，妄图否定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杂

国际形势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构成了严峻的外部

挑战。从国内来看，我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在新时代，一方面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产生一

些唯利是图、拜金主义、道德失范、享乐主义等社会

负面现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特别是高质量精神

文化的需求日益强烈，这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网络层面，互联网时代的来

临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舆论生态和媒

体格局。特别是在国内与国外、体制内与体制外、虚
拟与现实、线上与线下日益交互、融通和融合的形势

下，新媒体具有即时突发、多变多元、发散无界等特

征。互联网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的舆论阵地。
对此，习近平强调指出: “我们必须坚持以立为本、
立破并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

引领力。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

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

的最大增量。”［4］新时代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

信息化，实现传播形式、内容和渠道的革新，积极适

应新媒体发展的要求和趋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能否得到巩固、加强以及如

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都是我们

党必须继续回答、深入回答和认真阐释的鲜明政治

问题。对此，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

调:“举旗帜，就是要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5］习近平

指出，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革命精神红色基因的传承

和教育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

必须毫不放松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

态工作，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富

有时代精神的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6］从习近

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系列重要论述可以看出，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属

于新时代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

国社会主义全体人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它

“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

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7］。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价值

观念的深刻总结和高度凝练。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

就必须与时代的发展同步，主动回应新时代的新问

题新要求，切实做到在深层次上融入新时代，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方位无死角贯穿于社会各个阶

层。习近平要求: “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

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8］使之成为社

会各阶层“日用而不觉”的社会准则。坚持全社会

行动，强调干部模范带头作用，注重家风建设滋养社

会风气，特别注重抓好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习

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明确指出青年阶段是

一个重要时期，价值观正处于形成和确立之中，抓好

青年的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极其关键。“这就像

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

扣子 都 会 扣 错。人 生 的 扣 子 从 一 开 始 就 要 扣

好。”［9］

网络已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
网络是我们新时代面临的最新变量。在互联网时

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

转变。习近平深刻指出: “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

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

和实效性。”［10］互联网阵地关系我们党的长期执政

的安全，要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网络对于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互联网促使新时

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具效率，大数据可以更快定

位和及时调整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教育方式、方法

等; 另一方面，复杂多样多元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也影

响到广大人民群众思想品德的诸多方面，使思想政

治教育变得日益复杂、艰巨。特别是网络上出现的

历史虚无主义等消极错误思想，进一步促使我们要

擦亮眼睛。个别受到西方腐朽文化、错误思想侵蚀

的违规、违法人员和敌对分子，通过互联网肆意传播

抹黑和丑化历史英雄人物、歪曲和虚构历史的极端

性言论等。这些错误的言论和行为严重影响了广大

人民群众、特别是作为互联网原住民青少年的思想。
他们否定我们执政党的历史，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

甚至否定我们自己的民族，宣扬崇洋媚外的极端思

想等。这是新时代出现的尖锐问题，这些问题凸显

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新

时代，新媒体互联网已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阵地。因为网民基数庞大，同时又涉及到各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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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人群，所以在新时代开展互联网思想政治教育

的任务尤为繁杂和重要。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等消极

错误思想，创新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仅局限

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还要在网络上大力弘扬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红色文化。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丰富，博

大精深。因此要科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要做到在

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对此，习近平强调优秀

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我们无论

何时都不能摒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

“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

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

念、鲜明特色。”［11］我们要学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发扬，实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从而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相

协调。同时，中国共产党的红色革命文化也是新时

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要积极弘扬红色革命文

化。习近平在视察山东临沂时强调: “沂蒙精神与

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

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

光大。”［12］要在全社会特别是在青少年的思想政治

教育中大力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深入学习

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辉煌历史，全面了解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的艰辛历程，深入体会和领悟革命道德的

内涵本质、当代意蕴和历史价值，坚决同各类历史虚

无主义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坚决抵制和批判诋毁

英雄、歪曲党史国史的错误言论，严厉打击批判诋毁

英雄、歪曲党史国史的犯罪行为。

二、广泛的人民性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我们党坚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

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习近平在其思想政治

教育系列重要论述中强调，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始终

把人民的利益在第一位的思想; 注重加强党员和领

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 全面做好国有企业的思想

政治教育; 深入抓好各类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等。
这些重要论述，完全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具有广泛

的人民性。
人民群众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人

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与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基本要求

相一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党的根本宗旨

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指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

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习近平指出，人民性是中国

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坚

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
人为本。”［13］中国共产党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就是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习近平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讲话中指出: “学

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关于坚守人民立场

的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14］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民性统摄着思想政治教育的

方法、对象和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思想政治

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进行政治和品德教育，而且要

时时刻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民性，始终把人民

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才能

提高人民群众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感和亲近感，

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和建设中激

发全体人民的力量，发挥其作用并实现其价值。习

近平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

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15］在思想政治教

育的实践中，必须“以百姓心为心”，尊重人民群众

的话语权，把尊重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思想

政治教育的时代创新结合起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对

象是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国有企

业职工、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必须

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针对青年、学生、党员、领导干

部和普通职工等不同的对象群体采取不同的教育方

式和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覆盖广大人民群众，

只有这样才具有广泛性和有效性，实现人民性。
领导干部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关键少数”，习

近平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的队伍建设高度重视，要求

党员和领导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党员和领导干部

的言传身教是广泛的人民性的深刻体现。党员和领

导干部应该在各个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并且努

力成为社会发展中先进的代表和典型。习近平指出

党员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16］。
运用榜样示范的教育方法，把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

的先进典型、先进人物以及各行各业展现出来的模

范代表充分宣传，提炼这些榜样、典型中所蕴含的高

尚情操和优秀的美德，融合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习

近平深刻指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广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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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

自己 的 模 范 行 为 和 高 尚 人 格 感 召 群 众、带 动 群

众。”［17］

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

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

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

靠力量。”［18］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

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引导性作用。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方

面，我们要重点推进国有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这对国有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十分重要。
认真做好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思想政治

工作作为企业党组织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来抓，

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19］理

想信念教育是国有企业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中之

重，理想信念教育指引着国有企业的在新时代奋勇

前进和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助力

国有企业行稳致远，走向世界，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在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严峻问题: 社会

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日益迫切; 世界同

类企业的巨大竞争压力。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社会

经济环境，仅仅依靠提高员工的物质待遇是不够的，

必须在此基础上加强国有企业全体员工的理想信念

教育，从而使员工和员工之间，员工与领导之间更具

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了国有企业在新时代的发展目

标而共同努力奋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可

以统一国有企业上下级的思想与行动，让全体员工

更有团队精神，使员工的工作氛围更加融洽，从而有

效避免一些不和谐、破坏团结氛围的不良因素，进而

助力国有企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通过对国有企业职

工思想政治教育，促使国有企业全体职工高度认同

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是实现广大职工对中国共产党

政策举措的学习和对国家发展宏图的认同，从而使

全体职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把实现

自身的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坚定社会主义的

理想信念，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必须

做好各级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们的教育

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

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

有用人才。”［20］广大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群

体是接受教育的重要对象之一，对他们来说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等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学校

是他们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习近平在全

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强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是青年在价值观

形成关键时期重要的成长指南，把握好高校青年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守好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最重要

的防线。”［21］因此必须做好各级学校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做到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进教材、进课

堂、进学生头脑。”

三、深刻的系统性

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系列重要论述的深刻

系统性，不仅在于习近平娴熟运用系统思维，而且源

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习近平针对这

个系统的各个要素发表了针对性的论述，这些系列

论述必然也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站在思想政治工作全局的高度，从构成思

想政治教育系统诸多要素的不同功能和相互作用出

发，科学运用系统思维，多角度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进行了深入阐述，具有深刻的系统性。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广泛

的社会性和复杂性。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由其内含

的诸多要素以及诸多要素之间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

而构成的一个完整整体。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从主体

组成要素上看，一般可以看作由管理者、教育者、受
教育者和教育中介组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从功能

角度上看，一般可以看作由教育目标、教育过程和教

育效果构成。思想政治教育是由其内部各要素相互

作用构成的大系统，同时作为组成部分的各要素又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系统。进入新时代，思想政治

教育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新问题和新挑战，要

切实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

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进行统筹兼顾和系统谋划。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大会的重要讲话中

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

发展新局面。”［22］

从系统功能的视角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有

一个明确的目标，习近平深刻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

目标就是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

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23］。目标具有导向

作用，确立目标可以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思

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首先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必须

具有明确的目标。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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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目标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更加明确醒目，对

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主题内容起到统帅作用，使新

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更具针对性、主动性和有效性。
从系统主体组成的视角来看，管理者的作用至

关重要。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者主要是党的各级领

导部门。习近平特别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

“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相互配合，齐抓共管

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体制”［24］。因此，加强党

的领导，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体制是思想政

治教育系统性的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

系统，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至关重要的关键环节，是

系统的主帅。各级党政部门的一把手是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第一责任人，主体责任不能弱化，只能加强。
针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的各级党政部门，要

加强问责和督导。只有不断建立和健全党委的坚决

领导，实现党政密切配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齐抓共

管的良好局面，才能在组织制度上和体制机制上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其他要素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

创造性。
从系统主体组成的视角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

系统性还体现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上。深入分析思

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身心特点，注重加强思想政治教

育对象的针对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的重要工作。
习近平特别指出: “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

人的工作。”［25］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需要涉及到思

想政治教育系统主体各个方面的人员，既包括普通

群众、学生、企业职工，也包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各级公务员和领导干部等，这些成员之间既可以相

互教育，又可以自我教育。教育者也要受教育，教育

者必须受教育，教育者使命重大，必须全面提高自身

的综合素质。习近平强调: “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

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

术规范相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26］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者与被教

育者共同完成的活动过程。教育者要遵循和研究思

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结合新时代的新要求，不仅

要言传，而且要身教，有目的有组织有针对性的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面对受教育对象的不同，要针对性

采用不同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实现全覆盖。
在新时代，不仅要加强党员干部、国企员工的思想政

治教育、高校大学生和中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还

要在民营企业建立党委，进一步加强民营企业的思

想政治工作。

从系统主体组成的视角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

系统性还体现在教育中介上。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

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渠道要全覆盖，这就必须认真

分析受教育主体的多元性、教育内容的前后一致性

和教育方式方法的多样性。从系统功能的视角看，

还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完整性。思想政治教

育不仅仅在人员上，覆盖到全体人员; 而且在教育渠

道上，要覆盖到课堂、互联网、各类组织和机构。习

近平要求不断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新渠道，与时俱进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化，把网上网下思想政治

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网络思政建设切实掌握

网络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

和关键时刻及时发声。”［27］习近平要求，不断更新思

想政治教育的范式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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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8］在教育内容

上，习近平深刻指出，要保持前后一致性和系统性，

特别是在学校的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各门课程要围绕

思政课形成一个系统，同心同向。各类课程不能各

说各话、自说自话，要注重协调统一。“其他各门课

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9］习近平指

出: 思想政治教育在方式方法上要注重理论和实践

的有机统一。要求在学校“加强思政课实践教学环

节，积极探索情景体验、调查访谈等实践教学模式，

积极开展学生深入企业、社区、农村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国情、省情、市请，开阔视野。
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30］。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和效果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习近平特别强调，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注

重在落实、落细和落地上下功夫，注重融入日常生活

之中，切实做到知行合一，切实解决思想政治教育效

果上的“两张皮”现象。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必须 融 入 生 活，让 人 们 在 实 践 中 感 知 它，领 悟

它”［31］。积极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注重自己的个

人私德、社会公德，注重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每个

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32］

总之，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系列重要论述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广泛的人民性和深刻的系统性

三重维度。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

动，需要坚持时代性，回应时代之问; 把握人民性，以

人民为中心; 注重系统性，实现全要素同向同行。在

新时代，只有认真领会和深刻把握习近平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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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重要论述的三重维度，才能切实实现思想政治

教育的目标和效果，才能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

的创新发展，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高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中国梦凝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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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Dimension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ANG Fei，HAN Zi－xuan

( School of Marxism，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Jinan 250101，China )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deliver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se important statements are strategically situated，

penetrating and profound． They are a unity and provides a bas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social-
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we must thoroughly study these important statements．
There are three dimensions in these important statements: distinct epochal character，extensive popularity and pro-
found systematicnes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fully grasp these three dimensions and promo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Xi Jinp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pochal character; affinity to the people; system-
atic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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