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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风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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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优良学风对于青年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青

年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目前高校学风面临着应试教育思想根深蒂固、“卷”文化和“唯”

文化盛行等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学风建设的动力之源，指引着高校学风建设的前进方向，直

接影响高校学风建设的效果。因此，要通过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教师队伍、精神文明和班集体建设，

对青年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让优良党风、教风、校风和班风共同促进高校形成优良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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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基本矛

盾的变化、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新冠疫情的冲

击等都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

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根本任

务。高校的培养对象是青年大学生，青年大学生

的知识能力水平和综合素质决定了国家未来发

展的动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而学习是青年大学

生提高知识能力水平和综合素质的主要途径，也

是青年大学生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及活动特征。 

    一、加强高校学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中国历史长河来看，“学风”一词最早源

于《礼记·中庸》，意指“广泛学习、详细求教、

谨慎思考、踏实实践”；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

斗历程来看，“学风”一词最早在毛泽东的《整

顿党的作风》中出现，他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

以整顿学风”[1]。高校的“学风”主要是指学生

学习的风气，是学生学习目的、学习兴趣、学习

态度、学习方法的总和，是汇集了学校、教师、

管理部门、学生本人的综合体现。习近平总书记

曾指出，“高校的校风和学风，犹如阳光和空气

决定万物生长，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成长发展”[2]。 

    (一) 高校学风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 

    对于青年大学生的培养，除了需要学校本身

的硬实力外，也需要软实力的支撑，其中就包括

良好的学风。高校学风是高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

形成的独特氛围，是高校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具

有不可替代性和传承性，对学生具有直接而深远

的影响。 

    第一，优良的学风塑造优良的品格，能促进

青年大学生全面发展。“为什么学，怎么学”是

青年大学生在学习上面对的主要问题，优良的学

风能帮助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思考这些问题，

引导学生明确自己的学习目的，找到适合自己的

学习方法。优良的学风本身就是一种校园文化氛

围，在这种氛围下求学问道，会大大增强青年大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学习风气好了，

影响的是青年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处世之道，让

他们对自身品德、学业进步、健康体魄、艺术素

养和实践探索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促进自

身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第二，优良的学风作

用于教学和管理，能促进教、管、学相长。从马

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来看，事物间的联

系是多样且普遍的，联系的根本内容就是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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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互作用。这就表明，高校学风并不是独立

的，而是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优良学风的影响下，

青年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这对教师教学

能力和教学水平的增长又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

用。因为“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要有一桶水”，

杯子越大，桶就要更大。同样，综合素质高的青

年大学生群体，也给高校管理人员和管理部门带

来了更大的挑战。如何让管理更好地服务于青年

大学生的成长，成为高校管理水平提高的内生动

力。与此同时，教学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能更

好地服务于人才培养，促进优良学风的形成。第

三，优良的学风引导价值取向，能优化高校教育

生态。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通信工具的普及

和多元文化的冲击让高校成为重要的舆论阵地，

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受到一定影响。优良的学风

可以减少青年大学生的浮躁之风和盲目竞争，让

他们在多元环境下既可以保持内心的独立，又可

以有效吸收先进文化和理念。从深层次来说，优

良的学风影响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修养，能引

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走向，帮助他们理性地学

习和思考，从而净化高校氛围，形成风清气正的

教育生态。 

    (二) 目前高校学风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应试教育思想根深蒂固。从封建时

期的“科举制”到现在的中高考制度，都有着应

试教育的身影。应试教育下，学生参加各种各样

的考试，成绩是衡量学习能力和努力程度的标

准。中考和高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一种比较公平

的人才选拔机制，应试教育在其间起到的作用非

常明显，但高校更加侧重素质教育。在中学，“考

高分”成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目标，“为考

试而学”或许可以让基础教育的质量得到保障，

但很难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3]。很多学生进入

大学之后，依旧保持着应试教育思维，主要表现

在：第一，学习动力不足。学习动力是推动青年

大学生自发学习的基本因素。很多学生在高中阶

段产生了一种“考上大学即轻松”的惯性思维，

他们在高中非常努力，唯一目标就是考高分进好

大学。由于他们将高考看得过于重要，一旦这个

目标实现，便会进入一种放松状态，缺乏深层次

主动学习的力量。第二，学习内容狭窄。受应试

教育的影响，很多大学生处于一种“老师教什么

就学什么，考试考什么就学什么”的状态。他们

大多只学课本上的内容，只学要考试的内容，缺

乏对知识广泛涉猎和追求真理的渴求。第三，学

习偏向形式化。相比于中学，大学的时间安排较

为自由，老师授课的时间和内容有限，更多时候

需要学生自己去学习和总结。但期末临考突击的

现象屡见不鲜，只要学生突击考试的成绩不是很

差，便会继续“纵容”这种行为的发生。很多学

生在考试过后就将内容忘了，并没有真正学懂弄

通所学知识。另外，“刷题”依旧是学生检验学

习效果的重要方式，很多学生会做题，但不会举

一反三，更不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科研工作以及

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其次，“卷”文化和“唯”文化盛行。学习

“内卷”成为高校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内卷”

是一种假性学习，是限制青年大学生高质量发展

的陷阱[4]。青年大学生在“内卷”下的非理性竞

争，主要表现在“面面俱到”和“与时间赛跑”

上。所谓“面面俱到”，指的是青年大学生想让

自己达到其所认为的“全面发展”，在过度理解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情况下，青年大学生

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在很多事情上。但一个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旦超出个人能力所承受的

范围，只会事与愿违。这也是很多大学生表现出

“很累”“很无奈”但又“什么都做不好”的重

要原因。“与时间赛跑”指的是青年大学生为了

获取更多资源而将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细致，要

么过分压缩自己的娱乐、休息时间用于做其他事

情，要么增加做同一件事情的时间，或者二者均

有。这种过度忙碌会让学习效率降低，并给周围

的人营造一种“非常努力”的感觉，无形之中给

周围的人带来紧迫感，慢慢地会让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从而进入一种恶性

循环。另外，“唯成绩”“唯奖项”的风气也在青

年大学生群体中盛行，成绩和奖项成了很多大学

生评价自己和他人学习效果的首要标准，也成了

他们的学习目的。他们片面地追求成绩的优秀，

提高自己的应试能力，陷入了“成绩好奖项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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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优秀学生”的误区，盲目竞争和攀比会让他们

减少自己和他人的有效交流时间，也容易滋生自

我中心意识和嫉妒心理。 

    二、高校学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

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5]，从而明确

了高校学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一) 思想政治教育是学风建设的动力之源，

指引学风建设的前进方向 

    高校学风建设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青年大

学生形成不竭的学习动力、坚韧的学习毅力和科

学的学习方法，其中起根本性和决定性作用的还

是学习动力。青年大学生的学习动力主要来源于

个人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家国情怀，而它们正

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切入点。同时，高校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首要工作便是加强对青年大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始终围绕“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开展立德

树人工作，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初心使命。因此，高校优良学风必须是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风。另外，高校优良学风并

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

高校学风会在不同阶段受到不同价值观的冲击

和影响。这些价值观就像大河的支流，一条条汇

入主干道，主干道决定大河的前进方向和前进距

离，支流会慢慢被内含和同化，形成更为宽阔的

主干道，这个主干道就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

统一的中国精神。要在青年大学生群体中弘扬中

国精神，思想政治教育是首要抓手。通过对青年

大学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并激励他们自觉将个

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之中，主动明确个人

使命和责任担当，并以此推动自身学习，让思想

政治教育回答“为什么学”的问题。另外，思想

政治教育是高校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让

青年大学生在唯物主义视域下学习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的方法，明白事物发展和运动规律，建

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以此

指导个人实践，形成科学的学习方法，让思想政

治教育解决“怎么学”的问题。 

    (二) 学风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载体，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成效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要加快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建设，加强时代新人培育[6]。同时，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才能实现更高

质量的发展[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

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

照学生、服务学生。”[5]可以看出，要真正发挥好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既要将思想政治教育

落细落实，具体到每一个学生，也要发挥好思想

政治教育载体的功能，努力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

形式和内容。首先，高校学风建设主要围绕青年

大学生，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

法制观、学习观等为内容开展教育工作，帮助他

们树立远大理想、掌握科学理论方法，并以此指

导学习实践，最终将其培养成高素质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无论在对象、内容、形

式、目的上，高校学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都有

着很强的一致性，这是在学风建设中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的理论支撑。其次，在“三全育人”背景

下，高校学风建设有了很多发力点和支撑点，能

充分调动各方优势，逐渐形成网格化育人模式。

相关制度、课堂教学、第二课堂、实践活动、班

级、团支部、社团组织、学习小组、宿舍、网络

等学风建设平台都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载体，这是在学风建设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平

台支撑。再次，高校学风建设以培养青年大学生

的优良学风为目的，旨在在青年大学生群体中形

成“我要学”“我会学”的学习氛围。良好学习

氛围一旦形成，就会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在青年大

学生群体中的接受度和覆盖面，让思想政治教育

成为日常学习的一部分，这是在学风建设中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氛围支撑。最后，高校学风建设

会强化教育功能，促进青年大学生全面发展，这

就使得在学风建设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可视化。优异的学习成绩、良好的精神面貌、积

极的生活态度等都能让青年大学生感受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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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带来的育人效果，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

育在青年大学生群体中的认可度与亲和力。另

外，随着时代的进步、多元文化的影响，青年大

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冲击，但

学风建设是不变的主题，适应时代需求的学风

建设也在不断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向前创新发

展，这是在学风建设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支撑。 

    三、思想政治教育引领高校学风建设的方法

路径 

    方向是高校学风建设的首要问题，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的高校优良学风必须在思想政治

教育的引领下方可实现。以思想政治教育引领高

校学风建设，可以从基层党组织、教师、校园文

化、班集体四个方面入手，研究党风、教风、校

风、班风对学风的重要作用。 

    (一)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党风引领学风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党始终代表青

年、依靠青年，坚持做青年成长成才的引路人[8]。

高校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包括党的教育方针在

内的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决策部署能够在高校贯

彻落实的“最后一里路”，是直接联系、团结、

教育、服务师生的重要桥梁纽带，在青年大学生

的培养中有着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在高校，

党组织和党员的作风形象，直接影响着青年大学

生的三观形成以及立德树人的成效。因此，要加

强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优良党风引领青年

大学生自觉形成优良学风，充分发挥党组织在育

人中的首要作用。 

    第一，要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筑牢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

建设总体布局中的“灵魂”和“根基”，是党的

根本性建设。青年大学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尚处于

发展期，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高校要贯彻

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

须通过基层党组织紧紧抓住青年大学生意识形

态的主动权、引导权。高校基层党组织要旗帜鲜

明地讲政治，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的重要作用，

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

心，让党中央决策部署落细落地落实，要帮助青

年大学生树立崇高信仰、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并

引导青年大学生将爱国情、强国志转化为努力学

习的内生动力。第二，要紧抓基层党组织作风建

设，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

党性修养问题，是基层党组织、党员在师生群众

眼里最直观的印象，代表着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通过开展作风建设专题民主生活

会、开展党员先进性纯洁性教育、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等，构筑高校基层党组织坚实战斗堡垒。

每一位师生党员都要树立“一面镜子、一面旗帜、

一个标杆”的理念，充分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

要将“德”和“才”作为重要标准，严把发展学

生党员的入口端，提高高校基层党组织党员发展

质量，增加“品学兼优”“德才兼备”在青年大

学生群体中的感染力和认可度。第三，要融入学

生日常生活，扩大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力和覆盖

面。“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

一，在高校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帮助青年大学生

树立远大梦想、坚定理想信念、解决急难愁盼，

正是高校基层党组织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根本宗旨的具体表现。高校基层党组织要将党建

工作更多地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将党建和

学生需求相结合，了解学生、走近学生，将学生

的急难愁盼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高校基层党组

织可以通过党课、主题党日活动扩展党建覆盖

面，让青年大学生积极参与党建活动，策划组织

“我为青年办实事”活动，帮助青年大学生解决

学业上的困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育人作

用，让服务学生学习生活、解决学生急难愁盼常

态化、长效化。 

    (二)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以教风培育学风 

    《荀子》有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既表达了教育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也表

达了教师对于教育的重要性。高校教师是青年大

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主力军，肩负

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艰巨使命。习近平总书

记曾指出，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有高质

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9]。高质量的教

师不仅体现在教师的学术科研能力上，也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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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养和行为作风上，

因此，要始终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9]，

以优良教风培育青年大学生，逐渐形成优良学

风，用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 

    第一，要建立师德师风考核评价机制，让师

德成为教师行为准则的底线。关于高校师德建

设，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为高校师德师风

建设提供了标准和指引。高校应当在此基础上建

立自己的师德师风考核评价机制，将师德师风建

设落到实处，让师德师风成为教师聘用、晋升和

评优评先的首要标准；要落实好师德底线思维，

划好师德失范“红线”，并将师德失范行为纳入

“一票否决”制。另外，要加强对高校教师师德

师风教育和监督，通过对教师的纪律教育、科研

诚信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等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

素质和道德修养，鼓励青年教师入党，牢固树立

“四有好老师”在青年大学生心中的形象和地

位，让青年大学生“亲其师，信其道”。第二，

要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形成教

学相长。高校教师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拥护者和践行者，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

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和传播者，成

为青年大学生锤炼品格、增长才干、奉献祖国的

培养者和引导者，课程思政是必要抓手。课程思

政是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教育，将思想

引领和知识传授相结合，实现德育和才育相统

一。高校课程思政的践行主体就是高校教师，育

人者先育己，高校教师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学习，

主动提高个人政治站位，深入理解“为谁培养人、

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这一教育核心问题，

深刻领会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才能在课程

思政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通过在专业课程中

融入思想政治元素，构建思想政治育人新格局，

提高青年大学生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增加青

年大学生对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情感认同，让专

业课程教育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三，要将科

学研究落实到人才培养，做新时代的“大先生”。

培养学生是高校教师的重要职能，除课堂教学

外，科学研究也是重要抓手。高校教师的科学研

究应坚持“四个面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让科学研究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维护人民生

命健康的重要推动力量，不要从事“高大上”的

科学研究，要从事“接地气”的科学研究，让青

年大学生在教师的科学研究中激发爱国报国的

志向，提升对学习和科学研究的兴趣。要搭建高

校教师和青年大学生沟通联系的桥梁，依托创新

创业项目、学科竞赛等载体，鼓励青年大学生早

进课题组、早进实验室，鼓励青年大学生升学深

造。高校教师要坚持“四个相统一”，走近学生，

关爱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困惑，在“传道”“授

业”“解惑”的过程中，成为青年大学生成长成

才的引路人。 

    (三) 加强高校精神文明建设，以校风涵养

学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

信，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文化自信是

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青年大学生正

处于拔节孕穗期，应将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青年大学生的学习生活，

让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青年大学生筑基补钙。

高校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青年大学生学习生活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涵养来

源，因此，要加强高校精神文明建设，以优良校

风涵养青年大学生，间接形成优良学风，让校园

精神文明为青年大学生提供更持久的力量。 

    第一，要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高校校

园文化是青年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基础环境，对青

年大学生具有环境熏陶、潜移默化、精神感染的

作用，能在无形之中影响青年大学生的价值理

念、思维特点和学习态度的形成。因此，要充分

挖掘校园文化中的思想政治育人素材，坚持校园

文化特色化、个性化、创新化发展。中华文化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校史校

训、校园环境、建筑风格，这些都包含着大量的

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帮助青年大学生了解学校建

设的初心理念、学校发展过程中的筚路蓝缕、老

一辈革命家和优秀校友的艰苦奋斗精神以及校

园环境和建筑体现出的文化底蕴，让青年大学生

在坚定校园文化自信的过程中主动继承先辈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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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发扬优良传统。第二，要发挥新媒体的导向

作用。信息化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网络信息

技术的发展给青年大学生开阔眼界、汲取信息、

日常娱乐创造了有利条件，直接影响着青年大学

生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学习状态，

因此，要以新媒体为重要工具，对青年大学生进

行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端正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观

念和行为作风。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以青年大

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时事政治教育和理想

信念教育，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同时，加

强对新媒体平台的监督和管理，建立一支高素质

的新媒体工作队伍，引导青年大学生提高虚假信

息甄别意识和甄别能力，坚决抵制不良信息，并

利用新媒体平台对网络舆论进行监测，始终坚持

正确的舆论导向。第三，要发挥多载体的协同合

力。在“三全育人”背景下，高校精神文明建设

载体丰富、形式多样，能够全方位全过程地融入

青年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起到润物无声的

效果。除了第一课堂的直接教育外，第二课堂

的灵活性和丰富性也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广

阔的平台，因此，要加强精神文明在青年大学生

日常党日活动、团日活动、班级活动、社团活动、

体育活动、文艺活动、科技活动、实践活动、志

愿活动中的导向作用，挖掘高校精神文明的普遍

性和内涵性，提高高校精神文明的广度和深度。

高校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仅是学校对学生的单方

向输出，更要充分发挥青年大学生在高校精神文

明建设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让青年大学生

讲好高校精神文明故事，做高校精神文明的建设

者和传播者。 

    (四) 加强班集体建设，以班风带动学风 

    班集体是传统教学的基本单位和大学活动

的主要载体，也是青年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组织[11]。作为高度组织

化的集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依托单位、

打通教育管理服务学生“最后一公里路”的重要

抓手，班集体对于时代新人的培育具有重要意

义。一个积极向上、纪律严明、团结互助、学风

优良的班集体，对于青年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

正面引导作用，对于青年大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发

展具有全面促进作用。因此，要加强班集体建设，

以优良班风带动青年大学生主动形成优良学风，

让班集体在育人过程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第一，要处理好制度化和人性化的关系。高

校班集体的组织架构、管理机制、制度体系是高

校通过班集体开展学生教育管理和学生自我管

理的重要基础。高校班集体制度建设可以体现在

民主和法治两个方面。民主是指让班集体成员共

同参与班级管理和事务决策，法治是指在国家、

学校、学院的相关规章制度下建立班集体的规章

制度，具体制度建设内容包括优化班集体学生干

部选用标准、完善班集体议事决策流程、规范班

集体学生日常言语行为等。但制度需要建立在人

性基础之上，青年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在

教育管理方面既需要“管”，也需要“理”，要让

青年大学生在班集体中既能感觉到制度的约束，

也能体会到人性的温暖，真正做到制度化建设、

人性化管理。第二，要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班集体共性是指班集体表现出的统一性和整体

性，是班集体在长期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氛

围、价值理念和学习风气；班集体个性是指班集

体成员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是青年大学生在班集

体中展现自身价值和存在的重要途径。班集体个

性组成班集体共性，班集体共性影响班集体个性

的形成。班集体的学生无法避免地会存在性别、

身体素质、家庭条件、地域、习俗、性格、经济、

成绩等多方面的差异，因此在班集体建设中，要

充分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充分关注学生的特殊

性，充分保护学生的隐私，充分体现朋辈互助功

能，充分发挥优秀学生先锋模范、标杆示范作用，

以培养积极向上的班集体共性为目的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让班集体个性促进共性的发展，让班

集体共性促进个性的完善。第三，要处理好第一

课堂和第二课堂的关系。作为高校教学的基本单

位，班集体是开展第一课堂的主要依托，思政课

程和课程思政是在第一课堂中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要形式，也是让青年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

教育最直接的方式。同时，高校主要通过班集体

开展第二课堂中的思想引领、学术科技、体育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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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文化艺术和劳动实践等活动。这是高校推进

“五育并举”的重要举措，也是培育时代新人的

重要阵地。由此可见，班集体第一课堂和第二课

堂均是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的的，因此，在内容、时间、

形式上要形成科学规划、有效错位、无缝衔接、

优势互补，让思想政治教育贯穿班集体第一课堂

和第二课堂全过程，让班集体在发挥引领力、凝

聚力、服务力的过程中形成高站位、高统一的思

想共识、情感共鸣和行为共振，促进青年大学生

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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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good learning styl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growth and success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I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ollege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nd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However, the current 

college learning style is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deep-rooted thinking of exam-oriented education, the 

prevalence of “involution” culture and “only” culture.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as the source of 

powe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learning style, guides the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learning style, and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learning styl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young college students b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teachers, spiritual civilizations and classes in college, 

so that the excellent Communist Party style, teaching style, school style and class style can jointly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good learning style for young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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