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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课程思政”建设需要着力把握的几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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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高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举措，是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

体系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有效切入，是完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重要方面。高

校要深刻把握和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规律，着力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从

提升认识、深化实践、完善制度的维度，正确认识和把握深化“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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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缘起于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

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

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

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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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8 这一重要论述

的深刻领会，植根于高校对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

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具体运用，现已成为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指挥棒和工作抓手，也正

逐步成为学术界关注探讨和研究阐释的重点热点问

题①。客观而言，所有课堂都有育人功能，课堂育人

理念自古有之，但强调所有的课堂都是育人的主渠

道，即“课程思政”，则是个新事物，目前仍处于起步

起点阶段，其内涵边界、核心要义、规律特点、实践要

求、建设路径、工作评价等还需要不断拓展和深化。
为此，必须从提升认识、深化实践、完善制度这三个

维度着力把握好深化“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问题。

一、在常学常新中提升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理论体系，标志着我们党对教育规律的认识

达到了新高度”［2］，这是指导“课程思政”建设的根

本遵循。深化“课程思政”建设，必须立足于持续深

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5 月 2
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 年 9 月

10 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2019 年 3 月 18 日

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深入思考、联系实际，不断在常学常新中提升认

识、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 一) 高度:“课程思政”是解决“首要问题”的

根本举措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高校

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必

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

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解决好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培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学是立

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

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

DOI:10.16255/j.cnki.11-5117c.2019.0029



2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4 月

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3］。新时

代高校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课程思政”是

铸就教育之魂的创新理念和创新实践，坚持以“用

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为总要求，以“培养什么

人”这个教育的首要问题为根本导向，以促进学生

成长成才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旨在“将思想政治教

育有机融入各门课程的教学和改革，实现知识传授

与价值引领的有效结合，实现立德树人的润物无

声”［4］，进而实现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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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的根本任务。因此，必须按照

“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要求，从解决“首要问题”
的根本举措的高度，提升深化“课程思政”建设的境

界和情怀，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二) 深度:“课程思政”是构建“两个体系”的

有效切入

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加

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高校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

体系的重要内容，更是统领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

系建设的灵魂，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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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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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前，如

何把思想政治工作有效贯通高校教育体系和人才

培养体系是高等教育领域亟待攻关的重大课题。
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立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来建设”，“人才培养体系涉及

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而贯

通其中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3］。“课程思政”
以课堂教学为切入点，强调所有的课堂都是育人的

主渠道，着力“优化课程设置，修订专业教材，完善

教学设计，加强教学管理，梳理各门专业课程所蕴

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

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6］。“课程思政”建设

的逻辑思路充分体现了把思想政治工作贯通高校

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可能与价值。因此，

必须按照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

民满意 的 教 育 的 要 求，从 构 建“两 个 体 系”的 深

度，加大深化“课程思政”建设的工作力度，探索

“专业思政”“学科思政”建设，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能力。
( 三) 广度:“课程思政”是完善“三全育人”的

重要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

作为中心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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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

全育人”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把立

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这一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新

理念新思想新观点的有效工作机制。“全员育人是

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人力基础和组织保障，全过

程育人内在蕴含着全员参与、全方位覆盖的客观要

求，而全方位育人则既离不开高校全体教职工的责

任自觉和积极参与，又需要按照全过程育人的要

求，挖掘不同领域中的育人因素、整合不同社会力

量的育人功能、探索不同实践载体的育人方式。”［8］

新时代高校要以此为遵循，坚持育人导向和问题导

向相结合，全面统筹办学治校各领域、教育教学各

环节、人才培养各方面的育人资源和育人力量，构

建一体化育人体系。“课程思政”强调包括思想政

治理论课在内的所有课程都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

都有育人职责，是“三全育人”的重要体现和重要方

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教

育教学全过程各方面，“纵向需要层层激发动力、形
成共识，横向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互相支持”［4］，

客观上有利于带动“三全育人”格局的形成。因此，

必须按照完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实现教育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从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三全育人”的广度，深化“课程思政”建设，推

动完善“三全育人”的工作体系和机制。

二、在关键问题上深化实践

“课程思政”建设关乎高校立身之本，是高校提

升立德树人成效的一项基础工程、系统工程和战略

工程。“课程思政”是个新事物，深化“课程思政”
建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必须聚焦关

键问题，在实践中边探索、边推进、边总结，不断取

得新经验，逐步深化“课程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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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关于“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问题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是当前加强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涉及的两个重要方面和重要概念，要注

意准确把握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做到科学理解、严

谨使用，并重点把握好“思政课程”的“课程思政”
问题。

首先，“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具有明显区

别。两者在构词上虽然形似，但在内涵和外延上差

别很大，因为两者并不是对等的概念范畴。思政课

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9］，是

指一类具体的课程，“课程思政”则是对所有课程发

挥育人功能的总要求，前者属于形而下的范畴，后

者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因此，两者既不是概念边界

的简单互补，也不是概念内容的包含与被包含，而

是同一概念体系中的不同层级关系。具体而言，

“课程思政”是指导高校各门各类课程充分发挥所

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形成“全课程育人”格局的

一种新时代教育理念，它“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渠道’从单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延伸扩展到各

门各类全部课程”［4］，而思政课程和其他各门各类

课程一样，都是落实“课程思政”理念，发挥立德树

人功能的具体课程。
其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具有共同指

向。虽然两者的概念层次不同，具有明显区别，但

在人才培养的共同指向上是一致的。从方向目标

看，两者都坚持了办学正确政治方向的要求。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

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3］。思

政课程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巩固马克思主义在

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的重要阵地;“课程思政”则要求并指导各类课程

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确保高校始终沿着正确政治

方向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从功能任务看，两者都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手段和渠道。习近

平总 书 记 指 出，“高 校 立 身 之 本 在 于 立 德 树

人”［1］377。思政课程旗帜鲜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是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灵魂课程，应在教学体系中居于

核心地位”［10］;“课程思政”则要求把做人做事的基

本道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实现民

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之中，实现

立德树人润物无声。从使命要求看，两者都是形成

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

而育人是本”［3］。思政课程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科

学理论，“课程思政”则开启了把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贯通人才培养体系的科学实践。两者统一于新时

代高校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实践之中。
第三，探索推进思政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

思政课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是对大学生进行

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专门课程，思政课教师是专门队伍。面对新时

代高等教育对“所有课堂都是育人的主渠道”的新

定位，思政课程和包括思政课教师在内的所有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作为立德树人专门课程和

专门队伍，要有更大责任的专业担当和更高水平的

专业水准。探索思政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是深

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

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提高”的重要论述的科学

实践，是对新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发挥思政课程育人

功能的深层次思考。因此，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思

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群”的建设［11］，即按照“大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建设理念和要求，突出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的领航功能和育人水平，强化其他马学

科①对思政课程建设的支撑力，拓展丰富思政课程

的教学内容，改善课堂教学状况，提升马克思主义

科学理论传播的广泛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要持

续不断地吸纳思政课程建设新元素，即要及时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最新实践成果、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

最新学术成果，以及具有区域特点和自身特色的相

关育人元素等有机融入整个思政课程教学，提升亲

和力和针对性，增强课堂效果和学生满意度。
( 二) 关于“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的问题

“专业思政”是深化“课程思政”建设需要重点

把握的关键概念，要准确把握其内涵，深刻认识“课

程思政”与“专业思政”的一体性，把握好探索“专

业思政”建设的关键点。
首先，“专业思政”是对专业的人才培养功能的

新认识。所谓“专业思政”，就是根据学校人才培养

① 马学科是对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相关学科的统称。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

研究的马学科; 除此之外，马学科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马克

思主义新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学等诸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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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目标，在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中，要体现出本

专业对人才的核心素养要求; 在专业的人才培养方

案中，要有反映本专业核心素养要求的育人目标和

实现路径的设计与表述; 在专业的人才培养全过程

及各环节，包括课程体系( 含实践教学) 、教学规范、
师资队伍、教学条件、质量保障等，要有机融入本专

业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

治教育功能，实现专业育人和育才的统一。就某一

专业而言，“专业思政”建设为深化“课程思政”建

设搭建了共同的思政资源平台，使本专业的专业课

程开展“课程思政”可资利用的思政元素和功能更

加丰富;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非专业课程

开展“课程思政”也可以更好地体现“因专业施教”
的专业元素。“专业思政”把“课程思政”所开启的

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人才培养体系的科学实

践进一步推向深化。
其次，“专业思政”与“课程思政”在育人上是

一体的。课程是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课程因

专业建设需求而设置和调整，专业建设统筹课程建

设，课程建设以专业建设为依托。“专业思政”是中

观，“课程思政”是微观，两者在育人上是一体的，

“专业思政”应该对包括“课程思政”在内的各要素

思政进行一体化设计和一体化实施。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之后，许多高校直接从“课程思

政”开始了立德树人的新探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

“课程思政”建设实践经验。尽管如此，“专业思

政”与“课程思政”的一体化特征并没有变，要深化

“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专业思政”建设，就必然要

回归两者的应然逻辑，优化实践路径，从专业这一

中观层面搭平台、夯基础，更好地营造专业育人的

思政氛围，提升“课程思政”的建设活力与实效。另

外，虽然“专业思政”可以更好地为“课程思政”聚

焦育人方向，但“专业思政”平台不会限制教师开展

“课程思政”建设的自主性。教师是“课程思政”建

设最能动的因素。对专业教师而言，挖掘课程所蕴

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并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其空间和过程是相对

独立的，由教师根据教学需求和自身专业能力水平

而决定。
第三，着力把握探索“专业思政”建设的关键

点。“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都是构建高水平人

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科学实践，必须深刻把握“专业

思政”与“课程思政”的一体化特征，严格遵循专业

建设规律，强化一体化设计和一体化实施，着力把

握好探索“专业思政”建设的关键点: 一是要坚持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通专业建设各要素全过程，在培养

目标上要明确人才培养规格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求，

专业课程体系、教学规范、师资队伍、教学条件、质

量保障等各要素要与培养目标相衔接，体现“专业

思政”的内容和要求; 二是要坚持“课程思政”在

“专业思政”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一方面要搭建好

“专业思政”平台，更好地发挥“课程思政”的直接

育人功能，另一方面要“完善课程体系，解决好各类

课程与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9］，确保同向同行;

三是要坚持专业负责人在“专业思政”建设中直接

组织者和实施者的角色定位，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发挥好作用; 四是坚持教师党支部在“专业思政”建

设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把育人要求贯穿于

党支部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
( 三) 关于“课程思政”工作评价与效果评价的

问题

评价是管理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课程思

政”建设应着力开展工作评价，把握好基本原则，确

保“课程思政”建设规范化推进。
首先，评价是深化“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举

措。一般而言，评价是从特定的目的出发，根据一

定的标准，通过特定的程序对已经完成或正在从事

的工作( 或学习) 进行检测，找出反映工作 ( 或学

习) 进程的质量或成果水平的资料或数据，从而对

工作( 或学习) 的质量或成果水平做出合理的判断。
因此，“课程思政”评价就是从课程育人目标出发，

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课程思政”开展情况进行

检测，找出反映其质量和水平的资料和数据，从而

对“课程思政”做出合理判断的实践活动。对“课

程思政”建设进行评价，有利于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有利于增强教师开展“课程

思政”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形成

深化“课程思政”建设的良好氛围，形成强大育人

合力。
其次，工作评价是“课程思政”建设评价的重

点。“课程思政”工作评价是对“课程思政”建设是

否已经开展，推进工作是否规范，落实部署要求是

否到位等工作情况的综合评价。对照“课程思政”
建设实施方案和部署要求开展工作评价，可以根据

过程反馈，更有效地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但“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课程思政”建设最根本的是

要在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基础上强化思想价值

引领，解决好教师“为谁教、教什么、教给谁、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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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生“应该在哪儿用力、对谁用情、如何用心、
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课程思政”的立德树人

成效，因为其潜在性、综合性和发展性，难以在学生

在校期间便做出准确、合理、定性的评价。因此，应

该谨慎开展以育人效果为指向的“课程思政”效果评

价，着力开展“课程思政”的工作评价，这既是规范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不断深化的客观要求，也是科学

评价“课程思政”建设立德树人成效的必然要求。
第三，“课程思政”工作评价要重点把握的基本

原则。一是把握方向，宜粗不宜细。“课程思政”建

设仍处于起步起点阶段，很多工作都是探索性的，

尚未形成完整成熟的建设体系。工作评价要重点

看方向是否正确，思路是否清晰，工作细节可以逐

步在实践中探索和完善。二是统一认识，各按步伐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是必然存在的，推进工作不宜搞“一刀切”。要鼓励

有积极性的单位和教师大胆试、大胆闯，不断积累

经验; 同时也要允许部分单位和教师“慢半拍”，逐

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工作评价要重点看政策宣

讲是否到位，是否形成了统一认识，至于工作进度

可以各按步伐共同前进。三是强化规范，确保工作

质量。“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化不啻于教育教学的

一场革命，不仅方向要正确，而且工作规范从一开

始就要抓紧抓牢。工作评价要重点看统一要求是

否落实到位，是否结合单位实际探索凝练自身特

色。另外，还要看“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优秀教师

等典型的选树和发挥作用情况，重点看是否做到了

全员参与，是否消除了课程育人的空白点等。
( 四) 关于“课程思政”建设中的专业负责人与

教师党支部的作用问题

专业负责人和教师党支部在深化“课程思政”
建设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承担着不同职责，两者都

不可或缺，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
首先，专业负责人是深化“课程思政”建设的关

键。正如前文所述，“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在

本质上是一体的，不论“课程思政”抑或“专业思

政”，都是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专业负责人必须从

专业层面一体化设计和实施。也只有如此，才能真

正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

教学全过程”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到实处，实现“课程

思政”建设常态化、制度化和专业化。因此，专业负

责人是深化“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要把“课程思

政”建设作为岗位职责和考核内容纳入专业负责人

的工作体系，使其切实履行直接组织者和实施者的

角色与责任。
其次，教师党支部在深化“课程思政”建设中担

负重要职责。“高校教师党支部是教育、管理、监督

和服务教师党员的基本单位，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落实到高校基层的战斗堡垒，是党团结和联系广

大教师的桥梁纽带，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的重要支撑。”［12］在“课程思政”建设初始阶段，有

的高校开创了教师党支部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

先河，既解决了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初期很多教师

有想法没思路、有思路难组织的问题，也在客观上

丰富了教师党支部建设的途径，使党支部的活动与

教师教育教学密切关联起来，实现了良性互动，积

累了重要实践经验。但在深化“课程思政”建设阶

段，不论从专业和课程建设规律看，还是从构建高

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要求看，都必须回归“‘专业思

政’和‘课程思政’在育人上是一体的”这一基本常

识，在发挥专业负责人直接组织者和实施者的角色

和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教师党支部的引领、推

动和保障作用，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
第三，要着力加强“双带头人”队伍建设。“双

带头人”培育工程是教育部写好“奋进之笔”的重

要内容和重要支撑，核心是“把符合条件的学术带

头人培养选拔为教师党支部书记，把有条件的教师

党支部书记培养成为学术带头人，实现高校基层党

建工作与教学科研工作双促进、双提高”［13］。就深

化“课程思政”建设而言，结合高校普遍依专业设系

( 部) ，支部建在系( 部) 上的实际，应该着力加强教

师党支部书记和专业负责人的“双带头人”队伍建

设，形成“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建设的推进合力。

三、在制度机制上持续改进

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

性。“课程思政”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高校在新时代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

人格局，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人才培养体系，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大学建设的根本举措”［4］。
因此，深化“课程思政”建设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必须坚持在制度机制建设上持续改进。
( 一) 完善制度机制设计

在宏观层面，持续改进制度机制设计是确保

“课程思政”建设不断深化的必要前提。一般来说，

“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是制度

机制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在此基础上，就深化

“课程思政”建设而言，应该着力在两个方面完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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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机制设计: 一是要完善“课程思政”建设本身的制

度机制设计。主要是指在实践深化的基础上，要不

断完善“课程思政”建设的顶层设计，特别是要统筹

“专业思政”“学科思政”等建设，完善深化“课程思

政”建设的制度机制体系。二是要把“课程思政”
“专业思政”“学科思政”贯通学校制度体系建设。
主要是指从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和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的高度，把“课程

思政”“专业思政”“学科思政”融入办学治校各领

域、教育教学各环节、人才培养各方面的制度机制

建设。
( 二) 严格责任落实制度

在中观层面，严格责任落实制度是确保“课程

思政”建设不断深化的重要着力点。“课程思政”
建设是学校、院系( 部) 、机关职能部门以及所有教

师的共同任务，相互之间既需要统筹协调，又需要

各负其责，才能形成有效合力。因此，学校各单位

和所有教师，要敢于担当履责，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在着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过程中，把深化“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和责任同步

落实。
( 三) 构建资源整合机制

在微观层面，构建资源整合机制是确保“课程

思政”建 设 不 断 深 化 的 重 要 基 础。教 师 是 推 进

“课程思政”建设的主体，教师素质和能力是决定

一门课“课程思政”水平的关键因素。但是，随着

“课程思政”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如果缺乏团

队和平台支撑，教师个人能力和素质发挥作用的

程度就会受到制约。因此，要通过设置教学研究

课题、组织教学团队、教研室平台搭建等多种形

式，构建课程“思政资源”的挖掘、共享及整合机

制，搭建 好 服 务 教 师 开 展“课 程 思 政”的 资 源 平

台，让教师把更多精力放在“课程思政”教学上，

提升育人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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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ng Featur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NG Xiang-hua
(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 The cognition towards essence of socialism from Deng iaoping and the one about the defining featur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Pres ent Xi Jinping are made under different times and national
situations． The latter one has deepened and furthered the former one． The defining featur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ail the highest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onscious
implementation of the“two maintenances”and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Parth’s leadership．
Key words: socialism; defining features;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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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Key Issues in Deep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

HAN Xian-zhou
(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The rationale of delivering“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guided by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compliant with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education，is the fundamental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t facilitates constructing an all －round education system of moral，intellectual，
physical，aesthetic and labor training as well as a high-level talents cultivating system，and perfects the“three-
all”educational mode which involves all members，all processes and all aspects． Universities should profoundly
grasp and apply the law of socialist higher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with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mind，from dimensions of enhancing cognition，deepening practice and perfecting system，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the key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 and strive to build first-class socialist univers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majors; three-all educational mode;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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