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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正式接触“政治”一词，是在初中

写入团申请之后。后来的阅读经历，终于渐渐

懂得了领袖毛泽东关于“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

治”这一名言。

从古至今，从事育人育才的各类教育，同样

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也离不开政治。正如

半个世纪来世界上最重要的教育家保罗•弗莱

雷所说，“教育是政治行为，政治是教育的灵

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远程教育的兴起，

除满足广大青年“上大学”的渴望外，更重要

的是为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这个最大的政治。

如今我们推进开放教育，发展终身教育，也是为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这个当下最大的政治。

另外，学校教政治也由来已久。比如，政治

学系曾是清华大学最大的系，中国共产党的创

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曾在那里担任过教授。复

旦大学原也有政治学系，1952 年被院系调整。

十年后复办，改为国际政治系至今。因为“政

治学说到底是研究人的，关注人的”（曹沛霖，

2023）。至于办学中讲政治，那更在情理之中，

即便在国外也是如此。记得较早时候《环球时

报》就发表过专访《国外学校课堂讲不讲“政

治”》，接着又报道过《国外政治课，名目不同

内容相似》，就曾让我们顿开茅塞。

我国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过去主要体现

在政治课上，但经历过从“政治思想”到“思

想政治”的转变。政治思想为偏正结构，在那

个特定的年代，政治往往定义思想。直到上世

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思想政治”才代之

而起，作为一个并列结构，终于把人的思想作为

教育对象予以转变和提高。

新中国建立以来，思政理论课一直在国家

课程体系中举足轻重。比如，曾经的小学“品

德与生活”、初中“道德与法治”、高中“思想

政治”、大学“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与法

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及经典的“原

理”和“概论”等等，就开设了多年。然而内

容重复，线索交叉，贴近不够，更没有鲜活有力

的“‘四史’教育”“生命教育”以及“理想教

育”。因此，加速“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共同体建设”（教育部，2022），势在必行。

既然要建设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

就涉及到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整

体统筹谋划，我们希望独具联通、跨界、包容和

共享的开放教育能够牵引起这“共同体”的重

任，更渴望开放大学现有的服务平台能够在师

资、媒体、资源、投入等“一体化”方面驾轻就熟。

当然，只抓思想政治理论课还是远远不够

的 。 曾 有 数 据 表 明 ， 在 大 学 里 普 遍 存 在 着

“80% 以上的课程是专业课程（含专业基础课），

80% 以上的学生的精力集中在专业学习上，

80% 以上的学生平时接触的、影响最大的都是

专业课教师”（卢黎歌，2023）。因此，大学的教

育教学过程中，专业课教学才是“主战场”，专

业课教师才是“主力军”，课堂教学才是“主

渠道”。因此，如果说“思政课程”是核心课

程和引领课程的话，“课程思政”才是关键环

节，“专业思政”则是基本途径，多管齐下，才

能互补增效。

至于有些大学先后推出了《中国系列》

《环球系列》等大课，手笔很大，形象震撼，但

毕竟只是“辅助思政”。有些大学不断推出

“微课”和“直播”等网上系列，但见“屏”

不见“人”，收效不大，可能只算是“配套思政”

吧。 思想政治天生就是一个整体，如果“只思

不政”，只讲思索，不讲原则、不讲立场，是不对

的；倘若“只政不思”，只求灌输，不重理解、不

解困惑，那也是不可取的。思政课的改革之路

真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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