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团中央 教育部印发 섯关于在新时代新征程⾼校思政课建设中进⼀步
发挥共⻘团作⽤的实施意⻅섺 的通知
中⻘联发 섳2024섾 9号
各省셅 ⾃治区셅 直辖市团委셅 教育厅섶教委셁셈 中央军委政治⼯作部组织局群团处셈 全国铁道团委셈 全
国⺠航团委셈 中央和国家机关团⼯委셈 中央⾦融团⼯委셈 中央企业团⼯委셈 全国税务团⼯委셈 新疆⽣
产建设兵团团委셅 教育局셈 部属各⾼等学校셅 部省合建各⾼等学校셊
　　为深⼊贯彻党的⼆⼗⼤和⼆⼗届⼆中셅 三中全会精神셈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会上
的重要讲话셅 对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셈 充分发挥共⻘团在⾼校学⽣思想政治⼯作中的主⼒
军作⽤셈 守正创新推动⾼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셈 共⻘团中央셅 教育部制定 섯关于在新时代新征程
⾼校思政课建设中进⼀步发挥共⻘团作⽤的实施意⻅섺셈 现印发你们셈 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셆
共⻘团中央
教育部
　　2024年 12⽉19⽇
 
关于在新时代新征程⾼校思政课建设中
进⼀步发挥共⻘团作⽤的实施意⻅
　　为深⼊贯彻党的⼆⼗⼤和⼆⼗届⼆中셅 三中全会精神셈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会上
的重要讲话셅 对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셈 充分发挥共⻘团在⾼校学⽣思想政治⼯作中的主⼒
军作⽤셈 守正创新推动⾼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셈 现提出以下意⻅셆
　　⼀셅 ⽬标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셈 坚持为党育⼈셅 为国育才셈 紧紧围绕⽴德树⼈根
本任务셈 充分发挥共⻘团组织育⼈셅 实践育⼈셅 ⽂化育⼈셅 ⽹络育⼈等优势셈 把牢政治⽅向셅 突出实
践导向셅 遵循育⼈规律셅 坚持同向同⾏셈 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셈 积极探索思政课
建设新路径与内涵式发展新模式셈 教育引导⻘年学⽣⽴报国强国⼤志向셅 做挺膺担当奋⽃者셈 为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推进中华⺠族伟⼤复兴贡献⻘春⼒量셆
　　到2029年셈 共⻘团参与思政课建设的路径셅 ⽅法有效拓展셈 效果不断显现셋 第⼆课堂活动与思政
课实践育⼈的协同机制进⼀步优化셋 共⻘团⽀持⻘年思政课教师发展的贡献度显著提升셋 共⻘团在⾼
校学⽣思想政治⼯作中的主⼒军作⽤进⼀步强化셆
　　⼆셅 推动共⻘团⼯作有机嵌⼊思政课教学主渠道
　　1.建⽴共⻘团参与思政课备课教学⼯作的⻓效机制셆 各级团组织发挥共⻘团贴近学⽣优势셈 精准聚
焦于学⽣切实关注的新动态셅 真问题셈 结合地域特点셅 学校性质셅 专业差异셈 ⼴泛收集整理学⽣学
习셅 ⽣活中的思想困惑셅 难点问题以及社会实践后的认识变化셈 建设⻘年学⽣关注热点问题库셈 为思
政课备课提供精准学情⽀持셆 ⾼校团委会同⻢克思主义学院섶思政部셁建⽴本校思政案例库셈 讲好新时
代⻘年故事셈 ⽤身边事启发教育学⽣셅 ⽤身边成就引领激励学⽣셈 不断提⾼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
⼒셆 ⽀持⾼校团⼲部常态化参与思政课集体备课셅 学情分析셅 教学设计等教研活动셆
　　2.发挥团组织在思政课学习中的促进作⽤셆 ⾼校团委建⽴团学⻣⼲셅 “⻘⻢⼯程”学员名单与思政
课教师共享机制셈 团学⻣⼲要带头认真学习思政课셈 积极协助思政课教师组织⼩组研学셅 课堂辩论셅
汇报展示等课堂实践셈 将思政课成绩作为发展团员셅 推优⼊党的重要参考셈 有效汇聚“⽼师⽤⼼教셈 学
⽣⽤⼼悟”的良好氛围셆 围绕学⽣关注的热点话题셈 ⾼校团组织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交流셅 主题团⽇셅 团
课等活动셈 触碰思想셅 深化认识셈 ⽤好 섯习近平与⼤学⽣朋友们섺 第⼀셅 ⼆卷等鲜活教材셈 持续挖掘新



时代党的⻘年事业重⼤成就和⽣动故事셈 不断丰富教学内容셆
　　三셅 加强共⻘团实践育⼈与思政课教学内容精准衔接
　　3.推动共⻘团⾼质量参与思政课实践教学셆 ⾼校团委发挥团组织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优
势셈 按照 섯⾼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섺셅 섯⾼等学校⻢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섺 关于思政课实践
教学的要求셈 加强与⻢克思主义学院섶思政部셁셅 教务部⻔等协同셈 参与制定思政课实践教学⼤纲셅 发
布调研课题셅 加强过程指导셅 评审实践成果셅 认定实践学分等셆 探索在有条件的⾼校建⽴⻢克思主义
学院섶思政部셁和团委联合开设实践思政课的协同机制셈 在学分셅 师资셅 经费等⽅⾯予以⽀持셆
　　4.增强共⻘团实践育⼈与思政课的耦合性셆 ⾼校团委全⾯梳理并优化实践育⼈项⽬셈 加强全流程
设计与专业化指导셈 突出“三下乡”셅 “返家乡”셅 “⻘年实⼲家计划”셅 ⻄部计划等项⽬的思政引领⼒셆
依托“挑战杯”全国⼤学⽣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专项”셈 ⿎励学⽣以赛促学셈 将思政理论和社会
实践相结合셆 把“第⼆课堂成绩单”制度作为团组织发挥⾼校学⽣思想政治⼯作主⼒军作⽤的重要载
体셈 ⽀持有条件的⾼校将其纳⼊学校⼈才培养⽅案셈 不断拓宽共⻘团实践育⼈的覆盖⾯셆
　　5.共享“⻘”字号思政课实践教学资源셆 ⾼校团委与党政机关셅 科研院所셅 城乡社区等结对共建实
践教学阵地셈 组织学⽣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셈 丰富思政课实践教学场景셆 注重运⽤新时代伟⼤变⾰
成功案例셈 充分发挥红⾊资源育⼈功能셈 打造“场馆⾥的思政课”셅 “⾏⾛的思政课”셈 推出⼀批实践教
学体验资源셆
　　四셅 发挥共⻘团作⽤有效拓展育⼈空间和阵地
　　6.巩固深化思政课教学效果셆 ⾼校团组织积极推动“⻘年学⽣读书⾏动”셅 “中华经典诵读⼯程”셈
依托学联学⽣会组织⼴泛开展“⻘春年少好读书”活动셈 组织重点研读习近平总书记著作集셅 重要讲话
单⾏本셅 论述摘编셅 学习读本셅 辅导材料셅 思想研究和⽤语解读类作品셅 案例选等셈 进⼀步加强⻘年
学⽣的理论学习与思想引领셈 不断深化学⽣对思政课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认同셆
　　7.拓展⽹络思政育⼈成效셆 坚持全团联动셅 原创⽣产셅 平常叙事셅 ⻘年主体셈 发挥共⻘团新媒体矩
阵优势셈 持续推出贴近当代⻘年学⽣的原创性⽹络思政精品셆 ⾼校团委积极开展校史셅 校情셅 ⼤师剧
等⽹络传播活动셈 ⽤好⽹上团课셅 主题宣讲等理论学习品牌셈 持续打造“⻘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
当”主题宣传셈 在⽹络空间唱响主旋律셅 弘扬正能量셆
　　五셅 协同加强⻘年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
　　8.助⼒⻘年思政课教师提升实践素养셆 发挥共⻘团组织优势셈 构建⻘年思政课教师实践锻炼⼯作
体系셈 建⽴优秀⻘年思政课教师担任校内外挂兼职团⼲部机制셈 将挂兼职锻炼섶六个⽉以上셁셅 实践经
历作为职称晋升的重要参考셆 共⻘团中央셅 教育部组织实施⻘年思政课教师⼈才培养专项셈 遴选⼀批
有经验셅 有能⼒셅 有意愿的⻘年思政课教师셈 结合研究⽅向和教学内容就近就便到地⽅基层셅 ⾏业系
统团组织实岗锻炼셈 进⼀步丰富셅 提升⻘年思政课教师的实践经验与能⼒셆 ⽀持⻘年思政课教师担任
“⻘⻢⼯程”셅 学⽣社团셅 社会实践指导教师셈 充分发挥思政课教师理论指导优势和共⻘团实践育⼈优
势셆 将参与⼀线学⽣⼯作셅 指导团学活动等计⼊思政课教师⼯作量셆
　　9.推动团⼲部和⻘年典型上讲台讲思政课셆 建设专兼结合的⻘年思政课教师队伍셈 省级团委셅 各
⾼校⼴泛吸纳团⼲部셅 ⻘年典型等分级分类建设思政课师资库셈 库内师资每学期⾄少进⾼校讲⼀次思
政课섶辅导报告셁셆 动态调整思政课师资库名单셈 定期梳理学校需求清单셈 加强供需匹配셅 提升教学效
果셆 加强对团⼲部셅 ⻘年典型的政治教育和理论培训셈 增强理论素养和宣传阐释能⼒셆
　　10.促进⻘年思政课教师职业发展셆 积极吸收⻘年思政课教师参与党的⻘年⼯作相关课题研究和学
术交流셈 在共⻘团中央⻘少年发展课题中予以定向⽀持셆 ⽀持⻘年思政课教师在 섯中国⻘年报섺셅 섯中
国⻘年섺셅 섯中国共⻘团섺셅 섯中国⻘年研究섺셅 섯中国⻘年社会科学섺 等团属期刊发表优秀研究成果셆 开
设“⻘⻢⼯程”⾼校⻘年思政课教师专项班셈 培养复合型思政课教师队伍셆 依托“⻘年实⼲家计划”셈 推



动⻢克思主义理论等相关专业研究⽣셈 到中⼩学섶含中等职业学校셁셅 基层教育部⻔等开展实践锻炼셈
树牢教育报国⼤志向셈 打牢教书育⼈基本功셆
　　六셅 组织实施
　　各省级团委要将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作为共⻘团在⾼校学⽣思想政治⼯作中发挥主⼒军作⽤的
重要内容셈 每年专题研究部署셅 定期总结分析셅 完善⼯作措施셅 持续落实落细셆 各级教育部⻔对学校
进⾏党建⼯作셅 办学质量셅 学科建设等评价中셈 要将共⻘团参与思政课建设成效列为重要观测点셆 各
⾼校团委要在学校党委领导下셈 加强与相关部⻔셅 院 섶系셁的沟通协同셈 明确在思政课建设中的职责任
务셅 ⼯作接⼝和实施⽅式셈 注重⼯作实效셈 防⽌形式主义셆 ⿎励各地各校结合实际探索创新共⻘团参
与思政课建设协同机制셈 中管⾼校셅 中央部委属⾼校셅 “双⼀流”⾼校셅 “双⾼计划”⾼校셅 各级重点⻢
克思主义学院所在⾼校要带头落实셈 推出优秀案例셈 及时总结推⼴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