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学                                                                                2022 年第 4 卷第 4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https://ije.oajrc.org/ 

- 80 - 

精准思政的生成维度与实践路径 

罗星欣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重庆 

【摘要】精准思政的生成维度可以从理论渊源、思想要求、现实需要三个维度来进行分析。精准思政源自马

克思主义,是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发展和继承。精准思政既是巩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必然要求和内在选择,
也是完善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需要。实现精准思政，要落实要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同时又要促进

当代大学生成长。要落实精准思政，从精准对象、精准方法和精准目标开创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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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eration dimension of preci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its generation process 
can be analyz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oretical origin, ideological requirements, and practical needs. The concept of 
preci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riginates from Marxism, and it is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the specific 
analysis of specific issu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preci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and an internal choice to consolidate the "people-centered" thought, but also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centered" thinking. Center "ideas for the practical needs. From the practical path of preci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on 
the one h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should promote the realistic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growth and tal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preci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reate a new path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precise objects, precise methods and precise goals. 

【Keywords】Preci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eneration dimension; path selection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全面地明确地

提出了发展精准思维的核心理念,并重点提出要“精准

对焦、协同发力”。精准思政的主体是全体在校大学

生；精准思政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四个主要方面的内容，

人生观教育是精准思政教育的基础，世界观教育是精

准思政教育的根本，道德观教育是精准思政教育的核

心，法治观教育是精准思政教育的手段；实现精准思

政的途径是个性化培养。大学生既是精准思政的主体，

也是精准思政的对象，精准思政只有紧紧依靠大学生

群体的个性化培养才能真正实现；对不同民族地区、

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年龄阶段的大学生进行精准思政

教育，具体目的也相对应有较大差异。精准思政是为

了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和思想道德水平，促进大学

生的积极健康成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1 精准思政的生成维度  
从精准思政的生成维度看，其生成过程可以从理

论渊源、思想要求、现实需要三个维度来进行分析。

精准思政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继承，也是精

巩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必然趋势,更是完善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现实需要。 
1.1 精准思政生成的理论渊源 
精准思政理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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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论断。矛盾虽然本身是普遍

存在的,但不同性质的各类事物又往往都会具有不同的

矛盾,这些不同的矛盾都各有自己的特点，这是矛盾的

特殊性。在现实当中，事物都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

都与其他事物有很大区别，例如：从横向来说，物理、

生物、化学和社会运动相区别，是由它们的特性决定

的。从纵向来说，一个具体的矛盾都是要有一个阶段

性的发展和解决的步骤和过程的。因此，无论从横向

还是纵向来说，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的科学论断都蕴含着大量特殊性的问题，而

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终都将聚焦到“精准”上来。精准

思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研究发展的必然结

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我国教育科学事业

的新领域。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会议上

提出的报告、论述均包含了“精准思维”的科学理念。

无论是习近平的“不断提高精准性”教学理念，还是

“精准对焦”教学理念，都充分体现了“精准”的重

要性。 
1.2 精准思政生成的思想要求 
首先，精准思政理念是巩固“以人民为中心”思

想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指出：“人的根本是人自己。”

由此，对人本身的关注才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

主要着力点。因此，精准思政就是要将满足大学生的

个性化需要、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养作为追求目标，

强调教育的目的是为大学生本人服务的价值取向。要

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将思政教育精准到每一

个具体的人，追求精准的目的是为了学生、服务学生。

其次，精准思政理念是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

内在选择。这里的“人”是指生活在一定时间、空间

背景下的具体的人。精准思政要求具体到每一个学生，

要求把握每一个学生的“特殊性”。习近平总书记曾

说：“人是具体的人，是有情感、有梦想的，人不是

抽象的简单符号。”精准思政，就是要解决每一个学

生的具体问题。从时间发展历程来看，学生从小到大、

从幼儿园到大学，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生理特点和思想

需要，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从空间范围来看，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会受到一定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

影响，需要分类引导，促进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

现。 无论是从时间上来看，还是从空间上来看，由于

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思

想政治教育应该积极响应学生需求，准确把握学生思

想变化规律，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最后，精准思

政理念是不断完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要求。

这里的“人民”指的是每一个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明确指出，我国的发展就是要给每个人一个自

我发展的机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每一

个人都不可以少。“每一个人”、“一个都不可以少”

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每一个“个人”

的关注，也是体现了对“精准”的明确目标。而高校

精准思政要做到一个都不能少，就更需要我们密切关

注到每一个在校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因材施教，实现

思想铸魂的长远目标。 
1.3 精准思政生成的现实需要 
精准思政理念生成的现实需要主要基于以下两个

方面：一方面是当前我国高校贯彻落实党的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所在。十九大报告指出：“把培育社会主义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这一教育方针真正落到实处，从

而推动立德树人任务的早日实现。”就是宣扬立志以

德为先，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我国高等

院校一定要充分弘扬继承和保护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倡导自律、德育、治学的基本使命。数字

信息化时代，网络对高校学生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随之而来的网络信息资源失真、西方霸权主义、强权

政治等问题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难题，高

校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因此，做好高校精准思政的

教育工作，助力高校切实履行教育促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重要政治历史使命，加快教育实现伟大中国梦。 
另一方面是促进青年学生长大成才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说过：“人才是培养是育人和

育才相结合的一个过程，而其中最根本的是育人。”

精准思政不仅仅是要服务党和国家、造福经济社会，

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个学生教育成才，学生的成长成

才是精准思政的最终目的所在。因此，精准思政理念

为实现学生个人价值提供了思想引领，是推动青年长

大成才的不竭动力。  
3 落实精准思政的实践路径 
在精准思政路径选择方面，可以从精准对象、精

准方法和精准目标等方向重点发力，落实到对“人”

的精准把握中，助力精准思政的发展。 
3.1 强调教育主体地位，明确精准对象 
高校落实精准思政理念，需更加强调学生的主体

地位，把“精准”理念融入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

过程。在我们传统的思政教育教学工作中,主要采用的

是“教师全靠讲、学生全靠听”这种方式，重教育教

学理论轻教育教育实践,教师在整个教育和教育管理过

程中发挥绝对主导作用，学生非常被动，缺乏教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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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因此，很多教师无法准确把握

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规律和学习需求，忽略了学生在教

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无法对症下药。因此，高校要

在充分把握社会发展规律，适应当下教育教学现状的

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明确需要精准把握的思

政对象是在校大学生，尤其在精准思政理念背景下突

出了学生的中心地位，强调学生作为主体在教学过程

中的主导意义。首先，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立足学

生的现实需求，转变传统思政教学理念，学生和教师

构建良好的合作共赢关系，增加学生自我表达的机会，

深入学生群体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意识动态难题，教师

利用“引导”的角色，为学生提供有个性化的支持和

针对性的帮助，帮扶他们的个人成长。其次，强化精

准对象的责任意识，明确教师与学生的职能分工与责

任意识，形成协同联动合力，将精准思政贯穿教育教

学的整个过程。 
3.2 深化网络技术应用，把握精准方法 
在网络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可以获得的信息资源

越来越丰富，了解新兴事物的途径也越来越多，接受

的知识体系也更为多元化，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前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

普遍才用“填鸭式”的教学模式，重视纯粹的理论传

授，这种方式单一且缺乏个性化和精准化，不能根据

学生具体情况进行差异化的教学服务。因此，高校要

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作用，就必须要在方法上不

断进行精准性的突破。在移动互联网信息时代，网络

信息技术不断显示出来的技术优势和应用特点已经为

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带来了较好的信息技术支

持。例如高校运用教育大数据以及网络分析技术对在

校学生兴趣爱好、个人特长性格等诸多方面因素进行

海量数据信息收集、分析与预判，为精准思政方法的

采用提供数据支分析撑。同时，利用数据分析、网络

平台等对不同的高校学生群体进行内容个性化和量身

定制化的思政教育内容整合推送。另外，还可以通过

创新网络思政教学方法，通过教育网络平台、慕课网

等平台，占领网络精准思政的技术高地。当前，高校

进行思想政治的精准教育需要在不断继承和创新发展

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前提下，利用现代互联

网信息技术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精准教育的教学方式和

方法，依托我国互联网络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大平台来

主动实现思想政治的精准调查和精准分析，为高校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发展提供精准教育通道，增

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适宜性、科学性和针对性，

实现高校精准思政教育教学的准确性和创新性。 
3.3 落实铸魂育人任务，实现精准目标 
精准目标是组织开展精准思政的重要基础，直接

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当前，我国正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西方国家的影响，随之而来的

网络信息资源发布失控、西方网络霸权主义、意识形

态领域等问题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新的问

题与挑战。此外，伴随着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

展道路的不断摸索前行，在不断收获成功喜悦的同时

也出现了较多的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社会矛盾改变、

贫富差距明显、负能量主义情绪广泛传播。因此，铸

魂育人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要且紧迫

的目标。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学的思想政

治教育活动关系到大学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为谁

培养的问题，并且指出高校的最终目标就是立德树

人。”根据这一目标要求，高校教师要找准发展时间

和机会，遵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在贯彻落实铸

魂育人的任务之中把握精准目标，构建人才培养精准

体系。把握精准目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广

大学生特点进行更加个性化的分析，把握广大学生自

身成才发展规律的独特性，处理好学生思想道德发展

和个人全面发展的关系，努力实现学生德、智、体、

艺各方面的均衡发展，达成精准思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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