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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五维同育”模型

公众订阅号

重庆师范大学构建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五维同育”模式

重庆师范大学历经20年深耕精培，构建了“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五维同育’模式”。该模式核心内容主要有：

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对标对点设计五大思想政治教育
教学模块。其中，“青马引领”模块着力以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培养工程引领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典型示范”模块着
力选树身边的“明星”示范带动大学生向上向善；“党员承
诺”模块着力推动学生党员争做先锋模范；“实践求真”模块
着力创新实践教育教学机制帮助大学生实现知行合一；“朋
辈互喻”模块着力激发学生群体间的正向浸润功能滋养大
学生互助成长。

坚持机制创新，着力增强五大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模块
的聚合力。一是拥有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顶层设计。学校
坚持立德树人的中心环节，把大学生成长成才纳入学校内
涵发展提档升级战略，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纳入人才培
养体系。二是拥有健全的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建立了
以“两主体两主导三联动”为内涵的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方
式，明确了“两围绕两提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路径，思想
政治教育运行机制由单向向协同转变，形成了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新格局。三是拥有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
系。设计了“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科学化”为要素的“四
化一体”思想政治教育考核体系，优化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激励评价机制。

坚持生本取向，着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实效。
该 模 式 起 步 于
1997年学生自发
的“学生党员宿舍
挂牌”行动，校党

委因势利导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实践，具有鲜明的生本特征，
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为先导，以发展学生的主体
能力为重点，以激发学生的主体参与为保障，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作用。

坚持创新驱动，形成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显著成果。习近平、贾庆
林、贺国强、陈希、刘延东、许嘉璐、彭佩云、韩启德、张梅颖、郑万通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曾亲临学校视察指导。学校被评为“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
层党组织”“重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建成“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
全国研究培训基地”“重庆市高校党建研究咨政中心”。《光明日报》等主
流媒体专题报道我校学生党员承诺制，《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简报》
专文推广我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经验，《重庆日报》专题宣传
我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色工作。深入实施“青马工程”着力打造校园
红色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五维同育”模式创新与实践获评全国高
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大学生自我教育“3352”模式的构建与
实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五维同育”模式创新与实践先后两次获重庆
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入选教育部“思想政
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获评“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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