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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建设下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 

学情定准、目标定位、改革定法 

唐立，黄显中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新文科建设是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的学情基础，需要立体把握其使命目标、前瞻规避其主要风险、深刻

领会其根本任务。高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教师应主动担负起引领文科教育的职责，突出政治铸

魂、价值引领、文化滋养、实践导向，增强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自主性”构建、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

革命发展“人文性”关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牢固性”树立、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示范

性”建设的引领。高校思政课必须根据新文科建设使命目标和性质特点，有的放矢开展教学改革，从内容、队伍、

技术、渠道等方面实现全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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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Fundamental task, goal orientation, reform path 

TANG Li, HUANG Xianzho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is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which requires a three-dimensional grasp of its mission objective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its 

fundamental task, and a forward-looking avoidance of its main risks. As a key course to carry out moral educati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leading liberal arts education. 

We must highlight the four directions of politics, values, culture, and practice, strengthen the “autonomy” construction of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re for the “human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establish confidence in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lead the “demonstration”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higher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carry out targeted teaching reforms based on the mission objectiv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and achieve ful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content, team, technology, channels, and other aspects. 

Keywords: the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liberal arts education; establish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integrating innovation 

 

2018 年 10 月，《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

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首次提出

“新文科”概念。2019 年 4 月，教育部“六卓越一

拔尖”计划 2.0 启动大会明确提出“新文科建设”

这一主张。2021 年 4 月，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

明确指出要“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

科建设”[1]。“新文科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

场革命，对文科领域各学科、专业、课程都提出了

新的改革要求。高校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主渠道和

主阵地，肩负着引领和促进新文科立德树人的新任

务。本文拟面向新文科建设分析高校思政课立德树

人的学情基础、使命任务、改革创新，既助力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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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建设履行立德树人根本使命，又促进新征程上高

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一、学情定准：新文科建设下高校思政

课立德树人面临的挑战 

立足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启动的新文科建设，旨

在克服传统文科的建制和育人弊端，建设与中国式

现代化相适应的文科新形态。新文科建设既为高校

思政课立德树人提供新的基础和条件，又带来新挑

战。这是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必须敏锐把握和着力

解决的根本问题，应超前预防和提前应对。  

第一，把握和建设超越传统文科的新文科。新

文科是文科建设的新观念，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国家战略，为的是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自主知识体系，要求高校开展教学科研的创新性探

索，这些构成了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的现实基础。

可以从四个层面立体把握：一是观念层，即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时代的文科观念。新文科是关于文科的

新观念，在此意义上与传统文科相区分，即“‘新

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科而言的”[2]。新文科是对

传统文科的扬弃和超越，不能脱离传统文科孤立来

谈新文科。二是战略层，即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国文

科发展的国家战略。这既是应对人类第四次科技革

命的前瞻性战略，又是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全局性部署，因而被称为一种“自上而下

型”的国家主张，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国家工程[3]，

是新发展阶段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目标

层，即建设新文科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新文

科不仅是对传统文科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要成为中

国自主创造的知识体系，坚持弘扬“中国之路、中

国之治、中国之理”的思想追求，回答中国之问、

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四是实践层，即新文科建设与

新文科人才培养。新文科建设既需要自上而下整体

推动，又需要自下而上具体推进，关键在于打造新

文科专业、课程、教材，目的在于培养堪当民族复

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这是高校新文科建设的落脚

点，又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出发点，要不断探索、

创新和完善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 

第二，新文科专业的建设趋势和风险防范。当

前一些高校积极探索新文科建设，在现有专业基础

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隐藏着一些风险。一是专

业设置数智化。新文科建设是世界新一轮科技革

命、产业革命催生的时代产物，调整设置一批适应

时代的文科新专业是其主要特征。但在专业设置

上，过分依赖数字信息、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成果，

新增专业很多以“智能+”“数字+”冠名，形成以

技术和应用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这势必存在科技实

用主义隐忧。二是专业知识碎片化。新文科建设强

调交叉融合，专业知识交叉融合是其检验人才培养

的根本标准。新文科专业表现为“文+文”“文+理”

“文+工”“文+医”“文+农”等多种形态，课程

多、难度大，若不能形成以研究对象为核心的连接

职业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融合性知识体系，就必然影

响整全世界观的塑造，从而不能达成知识有机组合

和聚变创新的目的。三是专业取向职业化。新文科

的产生根源于传统文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成

为世界各国应对“人文学科危机”采取的共同策略。

传统文科受知识“科学化”范式宰制，与“知识‘产

品化’的市场要求相背离”[4]。市场经济强调需求、

突出效率，仍是强化人才培养的职业化取向。四是

专业价值多元化。新文科建设强调“现代化的跨时

空、跨地域、跨文化”[5]，期许以更开放的方式汲

取不同国度、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在思想、文化、

理论上的精华。而在科学文化的交流交融中，存在

专业价值多元的现实问题。新文科建设的专业化趋

向，不仅极大地影响新文科人才立德树人，而且对

高校思政课教学提出了严峻挑战。 

第三，新文科建设的立德树人任务和目标。新

文科建设包括新文科建设理念及其实现两个方面。

以德育化解新文科建设理念与实践的张力，是高校

思政课立德树人的目标任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人与事相协调。新文科以“事”为中心的职

业发展，本质上并未摆脱以“物”为本的现代性后

果。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协调中国文科人才发展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系，构成新文科建

设立德树人面临的根本问题。其二，才与德相统一。

新文科建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德才兼备、

又红又专的时代新人。新文科建设突出学科专业的

交叉融合，强调为育“才”提供更宽厚的专业基础。

强国复兴使命下如何提升“德”的培育有效性，使

新文科人才的“德”与“才”相匹配，成为新文科



   

   

98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kxb.hunau.edu.cn/ 2023 年 12 月 
 

建设立德树人面临的关键问题。其三，文与化相结

合。新文科推行大人文，旨在通过典籍、艺术品、

民俗等文化载体实现以文育人。然而以新文科专业

为中心的学科融合，仍然是“以文化人”和“以人

化文”两者相对独立的职业世界。新文科如何实现

文化育人与价值创新相结合，构成新文科建设立德

树人面临的直接问题。其四，知信行相一致。新文

科建设以实践为导向的教育评价在于培养“目光远

大、学识渊博、圆融贯通、情感优美的跨学科的复

合型人才”[6]。然而新文科人才因其知识广博而难以

规划实践体系，仍然不能摆脱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传

统困境。高校思政课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引领人才培

养、加强实践育人实效，构成新文科建设立德树人

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目标定向：新文科建设下高校思政

课立德树人的使命任务 

新文科建设强调时代性、融合性、创造性，目

的是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

系，更加突出了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的育人地位。

高校思政课与其他文科课程相互补充、相互合作，

共同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思

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要在新文科教

育中发挥引领作用。 

第一，强化政治铸魂，增强对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体系“自主性”构建的引领。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政治引导是思政课的基本功能。”[7]中国

共产党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指

导思想就是高校思政课育人的核心内容，具有鲜明

的政治属性。毛泽东很早就指出：“为什么人的问

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8]超越阶

级的文学艺术是不存在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

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

作风和中国气派”[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取得重大成就，但“传统文科的划分越分越细，

彼此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10]；大量译介西方理论

又导致一些学科过度西化和量化，缺乏“理论上的

中国”。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批评指出：“有的领

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

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

声’。”[7]这表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文科建设的

意识形态引领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高校”，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7]。

新文科不仅是对“旧文科”的超越，而且要建设“哲

学社会科学上的中国”，构建中国特色的自主的哲

学社会科学体系。因此，高校思政课必须发挥主阵

地作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重要支撑，“开

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铸魂育人”[7]，确保新文科人才在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运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推动所在领域的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体系的自主性。 

第二，强化价值引领，增强对新科技革命和产

业革命发展“人文性”关照的引领。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思政课重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7]。思政

课的核心目标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

观和人生观，具有鲜明的价值属性。中国的社会主

义国家性质决定了高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要以系统知识、正确观念、科学思维不断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在院系调整

和课程设置上按照苏联模式实行文理工分家、片面

强调德育的政治性，从而形成了斯诺在 1959 年演

讲时所断言的“两种文化”[11]分野，即科学与人文

的分裂。几十年来，理工科紧跟新科技革命不断取

得突破性发展，文科却更多是在自身圈子中“内循

环”；新技术应用对人们生产、生存、生活、交往、

学习方式的改变，进一步加剧了科学进步与文化传

承的脱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12]，新文科建设正是国家借新科技

之力消除学科发展滞后困境的有力探索，为中国式

现代化在新科技革命中夺取发展先机提供文化教

育支撑。新文科不仅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提

供创新元素、政策方案，还应发挥价值引领作用，

帮助新文科人才筑牢科技伦理、道德底线、法治观

念，增强新科技创新的拟人性和属人性，避免遭受

资本逻辑控制。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7]和“能

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7]。新文科人才

应当在生活中是“全面发展的人”，在事业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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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代新人”。因此，高校思政课要引导新文科

人才树立融会生活世界和职业世界的整全世界观、

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世界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 

第三，强化文化滋养，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自信“牢固性”树立的引领。思想政治教育

“以特定文化成果的传递、传播、践行等为基本载

体，以个体由‘自然人’、‘生物人’向‘社会人’、

‘政治人’、‘文化人’的发展为基本取向，是‘文

化化人’现象的特殊表现形式”[13]，具有突出的文

化属性。中华传统文明优越而悠久，从孔子“删诗

正乐”到儒家的“诗教”“乐教”，都是“文以载

道”的育人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的德育

功能是隐性的，但却更能增进思想深处的价值认

同、情感认同，更能增强国家民族的历史自信、文

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作用尤其

重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

个结合”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

时代精华”[14]，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资源宝库，

使我们打开理论思维空间、掌握思想文化主动，为

文科领域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理论创

新提供了典范，增强了新文科建设服务文化强国战

略的信心和底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形成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时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5]这是强国复兴赋予新文

科建设的时代重任，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文化引

领提供了有利契机。新征程上高校思政课的重要任

务，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

想入脑入心入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

政课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引导新文科人才立足学科

专业，从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中增强文化自信心，在

多元文化交流交锋中提升文化软实力，真正做到以

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以人化文。 

第四，强化实践导向，增强对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高等教育“示范性”建设的引领。习近平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要高

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7]。思想政治教育源于人

的实践需要，伴随着实践的丰富而发展，又通过人

的实践活动而检验成效，可以说，实践是思想政治

教育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

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

的人”[16]。这意味着，世界一流高等教育必须拥有

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一流人才。当前，“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

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17]。但中国

高等教育“千校一面”情况突出，具有全球视野的

复合型、综合型、融合型创新人才供给不足，人才

培养方案有待优化。表现在高校思政课上，存在着

课程内容未能很好体现知识性系统性、课程教学未

能很好聚焦时政热点难点进行多学科解读、课堂活

动未能很好利用新技术新方法、课程实践未能很好

体现高校办学定位和地方文化特色等问题。新文科

建设提倡开拓新领域、开设新专业、创造新模式、

培养新人才，目的是在“‘卓越’和‘拔尖’中做

得更好”[18]，推进中国高等教育从大国到强国的跃

升。这要求高校必须办好与专业小课堂、社会大课

堂协同共进的“大思政课”。因此，高校思政课要

引进并贯通新文科教育理念，更应以自身典型示范

作用推动新文科人才培养。思政课教师不仅要做到

“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

格正”，更要积极参与新文科专业设置和改革，将

多学科知识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内容体系，用“四

新”技术提升思政课教学的亲和力和有效性，引导

新文科人才立足自身实际、彰显中国特色、促进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 

三、改革定法：新文科建设下高校思政

课立德树人的融合创新 

近年来，从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到“大思政课”，

高校思政课改革紧跟其后，但也产生了“重形式轻

内容、重形态轻质量、重宣传轻评价、重成果轻反

思”[19]等现象。高校思政课不在新文科之外，而是

处于新文科建设的中心，必须根据新文科建设的融

合性、创新性等显著特点，有的放矢进行改革创新。 

第一，构建“系统+全面+自主”的知识体系，

提升高校思政课履行立德树人使命的引领力。这是

高校思政课改革的内容整合，也是其对新文科人才

培养的引领力所在。2022 年习近平强调指出：“思

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20]面向新文科的高校思政

课，要把思想政治的道理、学理、哲理讲清楚，必

须构建起系统、全面、自主的知识体系。一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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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目标。新文科建设下的

高校思政课绝不仅是灌输政治意识形态，更是解决

专业难题的科学有效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坚定

信念。要以“知识－方法－信仰”为逻辑，引导新

文科人才通过领会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有用性而

坚定信仰，并为获得有用性而主动求知。二是全面

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

的形成历程，统一为一个整体，构成“经过人民共

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21]的知识体系。专

业融合有助于新文科人才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历史进程，能够为其知识创新提供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世界图景。三是重点关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的自主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是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统一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集中展现。高校思政课通过揭示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古老文明、西方现代化文

明、世界社会主义文明三者的内在联系，阐释并探

讨其新内涵、新特征，有助于新文科人才从不同视

角树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信心、自豪感、

自主性。在此基础上，教师引导新文科人才制作整

体把握五门核心思政课的思维导图，聚焦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强化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及其运用。 

第二，推动“专业+行业+产业”的队伍协同，

提升高校思政课履行立德树人使命的胜任力。这是

高校思政课改革的队伍结合，也是其对新文科人才

培养的胜任力所在。2019 年习近平指出，“办好思

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7]，可以从师资建设、

育人意识、育人优势等方面推进队伍协同。一是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应当包括专业师资、行

业师资和产业师资。专业师资指高校参与和从事思

政课教育教学的专兼职教师，应逐步由校内合作发

展为跨校合作；行业师资指相联系的政府部门、企

业、行会、协会和人民团体的主要工作人员，应逐

步由本地区拓展到省内外、国内外；产业师资指对

口的产业活动单位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应具备典型

性和示范性。二是加强育人意识协同。思政课教师

和专业教师之间、专业教师和行业产业教师之间都

要就思政课育人合作达成互进课堂的共识，针对思

政课教师开展专业素养、产业技能培训，针对专业

教师、兼职教师、行业人员、产业人员开展马克思

主义理论素养培训，共同确定融入思政专题教学的

专业内容、活动环节和案例素材。三是加强育人优

势协同。专业队伍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文社会

科学的研究与教学，在思想政治领域、文化艺术领

域和社会治理领域具有独特的引领作用；行业队伍

便于搭建学校与产业对话与交流的沟通平台，在产

学研创新机构的对接、创建、活动设计方面具有重

大作用；产业队伍优于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为新

文科人才体验技术技能创新创造条件。三支队伍可

以根据育人需要和教学条件共同备课、同台授课，

围绕每一门核心思政课协同打造专题“金课”、构

建教学体系，形成共建共享的育人共同体。 

第三，促进“思政+科技+人文”的交互融通，

提升思政课履行立德树人使命的吸引力。这是高校

思政课改革的技术融合，也是其对新文科人才培养

的吸引力所在。2016 年习近平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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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高校思政课要适应新文科发展，

必须积极融入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一要实施数字

精准思政。数字技术运用已释放出巨大“数字红

利”，使思政课育人“私人订制”成为可能。高校

思政课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可以精准区分教育对

象，精准分析新文科人才思想动态、行为轨迹、精

神需求，精准获取教学反馈，因而可以针对性提供

思政教育资源、调整育人主题，实现精准育人目标。

二要构建智慧智能思政。人工智能、云计算、元宇

宙等新技术不仅为课程革新助力，事实上已成为新

的教育形态。高校制作“VR+思政”的分类课程资

源包，打造以 VR、AR、MR 等行业尖端技术与设

备为依托的思政教学平台，结合地域和思政专业特

色个性化定制场景，既能为新文科人才沉浸式、泛

在式学习提供技术条件保障，又能促进新文科人才

将知识转化为实验探索，增强思政课育人的立体

性、趣味性、科学性。三要突出数字文化优势。高

校应建设包括图文、音频、视频等在内的思政课文

化资源库，制作红色文化数字产品，开展数字化文

化文明传承活动，从而提高数字人文育人实效。四

是强化科技人文属性。思政课育人的数字智能技术

可能导致茧房效应、侵犯隐私等现象，与新文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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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性、价值性、意义性等本质属性相冲突。因此，

要有计划地推进高校思政课师资人文素养、数字素

养、人工智能素养培训，确保师生在思政课中的主

导性和创造性。 

第四，强化“制度+平台+项目”的联动机制，

提升思政课履行立德树人使命的践行力。这是高校

思政课改革的渠道联合，也是其对新文科人才培养

的驱动力所在。习近平指出，办好思政课“要建立

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7]。新文科人才培养

既需要制度的顶层设计，又需要平台建设和项目实

践共同助力。一是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完善“支

撑性+探索性+评价性”相补充的制度供给，以制度

促改革。整合支撑性制度，将高校内部、高校与地

方政府及行业企业建立的各类思政领导制度和工

作制度进行整合，破除制度羁绊、提升运行效率；

开发探索性制度，根据新文科建设的跨学科、超学

科特征设置高校思政教学改革试点，开发配套的分

类分级教材、课程、教学制度；优化评价性制度，

围绕新文科建设的国际化、中国化目标调整高校思

政教学质量评价、奖项荣誉、职称评审等系列激励

制度。二是打造特色教学平台，实行“实体+虚体”

相结合的运行模式，以平台促融合。如依托实体“红

色文旅学院”或虚体“数字思政中心”“红色文创

中心”，建设“学校课堂+网络课堂+虚拟空间课堂”

全链条示范课程、特色工作坊，开展国内外文化教

育交流。三是推动实践项目转化，孵化“文化+科

技+思政”“科研+教学+创业”等融合示范项目，

以项目促成效。高校思政教研中心可联合学校相关

部门主办与地方历史文化相契合的德育文化节、艺

术节，高校思政课教师有效引导并组织培训新文科

人才联合政府企业申报“思政+”创新项目，指导

新文科人才通过科技创新大赛、创新创业大赛、文

化艺术大赛、非遗创意设计大赛等促进项目整合、

孵化优势项目，推动新文科“思政+”教学科研成

果转化、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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