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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对怎样上好疫情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提出了时代挑战，

如何与时俱进、应势而为，彰显抗疫期间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实效性，就成为摆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

前的新课题。面对战“疫”大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化危为机”，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

合起来，不断强化使命感思维、辩证思维、艺术思维，讲好有“温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战“疫”中增强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引力、活力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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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有“温度”的疫情防控思政课的三个维度

□ 冯译冉 孙志勇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对怎样上好疫情防

控形势依然严峻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

时代挑战，如何与时俱进、应势而为，彰显思政育人

时效性，就成为摆在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前

的新课题。面对战“疫”大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应“化危为机”，善于在疫情危机中汲取力量捕捉机

遇，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不断

强化使命感思维、辩证思维、艺术思维，讲好有“温

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战“疫”中切实有效增强大

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引力、活力和魅力。

一、讲好疫情防控思想政治理论课，使命感思

维是关键

1. 使命担当：思政育人的核心要义。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要有强烈的使命担当，引导学生树立战

“疫”必胜的决心信念，涵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当前，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疫情防控形

势变得异常复杂，一些西方国家政客无视我国抗疫

的全球贡献，蓄意污名化中国，颠倒黑白，一定程度

上严重影响着广大青年的认知。为此，我们应清醒

地认识到其实质是借着“疫情牌”，攻击我国制度的

“意识形态”战。对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担负

起时代育人使命，强化使命感思维，坚守高校意识形

态“责任田”，敢于亮剑发声，剔除影响青年认知的杂

音噪音，担当起立德树人的重任，发扬战“疫”时代精

神，传递中华爱国情感。在讲好抗疫故事中，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应致力于引导学生去品读疫情大考下

的中国精神、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做到自律自省和

思想升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以生动的抗疫事

迹和战役精神为素材，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

性、实效性。教育引导学生与时代同步，从战“疫”英

雄人物和时代楷模中感受道德力量，勇挑时代重任。

2. 爱国情怀：思政育人的首要职责。思想政治

理论课程必须明确爱国主义教育，爱国情怀培养。

确保学生专业知识和能力用于国家发展和建设，才

能真正体现人才担当、国士精神、工匠精神。结合此

次史诗级的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讲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全国一盘棋”显著优势。在此次全

国“战疫”中，时代责任不再是说教，青年担当不再是

书面文字，驰援湖北抗击疫情，“90后”“00后”为主力

军，他们因抗疫变得更加智慧、成熟、果敢。正是因

为他们的最美逆行、勇毅抗疫，才使得爱国主义赓续

不断，才使得广大青年更加坚定地面对挑战和困难，

增强忧患意识和使命感。

二、上好有“温度”的疫情防控思想政治理论课，

辩证思维是基础

1. 教师应有辩证思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

有更为深沉的家国情怀，强化辩证思维，讲好有“温

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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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课教师应侧重于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的角度去解读疫情防控中的辩证思维和人民力量，

辩证分析形势，研读疫情趋向，探寻疫情教育最佳契

合点，凸显疫情思政育人作用，从而引导教育学生树

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学会正确的辩证思维方法，更加

坚定“四个自信”。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

烈，国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在教学中注意引导学生

立足全局看局部，立足全球看中国，立足发展看大

势；引导学生以开阔的国际视野、科学的辩证思维，

深入分析我国打赢疫情防控战的坚定性和“精准防

疫”的紧迫性。抗“疫”是堂生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抗“疫”事迹是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鲜活素材，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善用辩证思维，传播抗“疫”

正能量。因此，上好有“温度”的疫情防控思想政治

理论课，就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拥有深厚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功底，还要具有扎实渊博的

人文底蕴和较为成熟稳健的辩证思维能力。

2. 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有

利于正确地分析所面临的困难挑战，涵养学生家国

情怀，把自身置于家国之中，正确理解整体和局部的

关系，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有利于在重大疫情背景下

进一步明确自身的立场、使命、职责。为此，培养学

生思辨能力，一是有助于学生正确看待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疫情既是危机，也是契机，它对于国家治理

体系，尤其是特大城市治理体系是一次大考，而这次

大考未来的答卷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学习，补短

板，做强项。二是有助于学生科学辨识疫情舆情。

疫情期间，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舆情中保持辩证思维，

审慎看待每一个事件，客观分析每一个举措，做到不

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抗疫期间疫情舆情杂音纷扰，

谣言四起，真假难辨，尤其是西方势力断章取义、以

偏概全，刻意歪曲一些疫情故事，打着“人权、自由”

的幌子攻击我们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肩负起引导学生不造

谣、不信谣、不传谣，在抗击疫情中形成坚定意志和

明辨是非的能力，增强学生的甄别能力，让学生学会

善用有益身心发展的信息，形成良好思辨能力。

三、焕发思政育人魅力，艺术思维是核心

1. 教师要善用艺术思维。重大疫情下的思想政

治教育应善用艺术思维注重创新，多渠道、广范围、

多维度思考思政教学，让疫情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更有“温度”，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一是用心

讲好抗疫故事，彰显思想政治理论课强大引力。抗

击疫情就是一堂现实的、鲜活的、深刻的、难忘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思政教师要讲好抗疫故事，提炼有

“温度”、有力度和有深度的师生身边的素材，注重将

生命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责任感教育有机融入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课堂教学中传递必胜信心、

讲述感人故事、迸发理论力量，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吸引力。二是精心打造思政微课，散发思政魅

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

因此，就要适时打造疫情防控下的思政微课，通过选

树培育金课，争做有“温度”的教师，培养有“温度”的

学生，持续有效激发思政魅力。

2. 培养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疫情防控期间，大

学生宅家“抗疫”，如何做到“停课不停学、学习不延

期”，就成为摆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前的新课

题。应以疫情时政热点为切入点，针对大学生心理

特点，精心制作“抗疫”专题思想政治理论课，除了教

师要善用艺术思维讲好有“温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外，还要着力培养学生积极的心理品质。疫情防控

期间的大学生宅在家里极易产生焦虑情绪，积极心

理学就可以给他们以鼓舞、信心。当他们以积极的

心理状态面对困难处理问题时，往往会提高学习的

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在处理其他问题的时候，也会不

自觉地运用到积极心理学的思维方法。因此培养学

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并且与疫情期间的思想政治教

育有机融合，会提高学生的多方面能力和战胜困难

的韧性和信心。因此，思政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积

极心理品质，运用积极心理学引导和鼓励学生客观、

科学、积极地完成自我规划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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