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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坪 龚安静

以“中国之治”引领育人之魂

［摘 要］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显著的特征和优势，高校应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融入教

育教学全过程，把制度自信的种子播撒进青少年心灵，以“中国之治”铸就信仰之基、应对时代之变，讲好

育人之魂思政课，履行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

［关键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国之治；立德树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贯彻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
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上“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
大政治问题，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成为新时代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理论源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理应充分挖潜“中国之治”中的育人资源，牢牢掌握
话语权，以“中国之治”引领育人之魂。

以“中国之治”彰显制度之优

“明者因事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中国之治”扎根
中国大地，吮吸着五千年的文化甘露，萃取着丰富的社
会实践，在国际对比中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制度优势。

深厚历史文化孕育出的底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
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
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在几千年的历
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
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那些卷帙浩繁
的思想巨著、温润心灵的思想文字与人们日用而不觉
的价值观念相融通，转化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
精神力量，融汇于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文化发展等方
方面面。 如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礼义廉耻的道德操
守、“大同世界”的理想、“合和理念”推动全球共治等，
都体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理念的环环相扣。
因此，中国治理之智慧，延续着民族文化血脉，成为彰
显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丰富社会实践焕发出的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是

党和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
代价才取得的。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之治”开拓出了一
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 我国从经济凋敝、国力衰微
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工
业国等了不起的成就，归根结底是党带领人民始终坚持
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释放出巨大
的社会活力所得来的，伟大的社会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呈现出丰富性、生动性。

纵深国际比对显现出的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第一次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显著优势。 这些显著优势，全面反映了我们党在长期
治理实践中取得的成功经验，深刻揭示了中国发展奇
迹背后的制度原因和制度优势，系统回答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重大问题，为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
供了基本依据， 突出反映了我们党在改革发展稳定、
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的制度创新成
果。 实践证明，在实施重大工程、举办重大活动、化解
重大风险、应对重大挑战等方面，我们能有效地集聚
力量调动资源，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
以扶贫减困事业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历史
性地提出到 2020 年消除绝对贫困的奋斗目标、 取得
的阶段性成就， 为全球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确定的减贫目标贡献了中国智慧，被世界银行称为

“世界反贫困事业最好的教科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国际纵深比较中显现出的优
势是不可替代、难以复制的。

以“中国之治”铸就信仰之基

“中国之治” 的本质与核心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

大学治理

36



CHINA HIGHER EDUCATION

制度，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是
坚定“四个自信”的底气所在、信心所在。 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的每一场社会重大变革，每一次社会重大进步，
无不是将社会主义矢志不渝的追求熔铸于信仰和血脉。

在历史发展变迁中坚持。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
调，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好不好，中国人民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对
于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我们有定力、有主见。 自马克思
主义传入中国后，在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中，年青的
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苦苦追寻、对社会
主义制度的积极探寻。 新中国成立初期满目萧条，从
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初步建立
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到改革开放激发活力拥抱市场
经济，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到越来越
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始终坚持对社会主义制度
的笃信笃行。这种笃信笃行的坚定源自于这条道路是
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

在社会治理变动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
有力保障。当前，在新的形势下，国内外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生态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对“中国之治”提
出了更高的时代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
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不仅要保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且
要不断增强其发展性和创新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长盛不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牢靠而持
久的制度保证。 ”因此，我们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
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 基本制度、重
要制度的前提下，从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在
实践中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守。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百年来由少数西方国
家主导国际政治的格局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全球已
经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实践证明，只有社
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
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
越大，我们更要时刻保持清醒，在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
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以“中国之治”应对时代之变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当今时代瞬息万变，高
校要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教材、进课堂、进师生头脑，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
势而为，把握“中国之治”的精髓和实质，用生动鲜活
的话语体系，讲好育人之魂思政课，履行好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

以“马言马语”巩固“中国之治”的新地位。 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实践表明，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真理性决定了其必然成为中国
从积贫积弱走向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实现人民幸福、
民族振兴的指导思想， 成为巩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 思政课理应在马信马、在马言马、在马
传马，更加自觉地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
地走自己的路，在与时俱进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开拓
创新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以“快言快语”紧跟“中国之治”的新发展。思政课
倘若不关注形势、不应时而动、顺势而为，就容易“失
声”“失语”。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节奏不断加快，
我们处于自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大变局与大发
展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各种新事物不断涌现，这些都
是讲好思政课的鲜活素材。 唯有紧贴实际、生活气息
浓郁的话语表达才能入脑入心。 因此，我们既要与发
展的时代、发展的潮流无缝对接，不断扩充思想信息
获取量，加速整合思想信息、强化教学内容打造，更要
充分借鉴吸收传播学理论， 通过掌握先进传播技术，
打造传播平台。通过话语的有机转化，发掘好“中国之
治”的动人故事，讲述好“中国之治”的发展成就，展现
好“中国之治”的时代风貌，提升思政课效果。

以“网言网语”回应“中国之治”的新问题。我们要
创新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由
于网络话语突破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的语言规范与
语言风格，以更加生活化、个性化、通俗化的表达范式
赢得话语权，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作为交流对
话的重要中介，通过利用“网言网语”、实现“理上网
来”，主动回答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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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测体系：制定教育工作目标量化标准

构建科学完备的评测体系是新时代党的教育工
作目标由理念到实践、由思想到行动、由构想到实操
的转换点，是在实践中检验工作目标效果的触发点。

首先，建构一级评价目标。 按照五个维度来细化
一级评价目标，即“教育工作目标的责任主体职责、教
育工作目标的内容、 教育工作目标实施的组织保证、
教育工作目标实施的过程监管、教育工作目标实现的
条件保障”等，使之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评价目标有
机体。

其次，建构二级目标评价指标。 即在五个子目标
维度下系统、缜密地设计二级目标评价指标，形成对
五个子目标的具体支撑点与指标支持网络，搭建完善
的新时代党的教育工作评价二级目标指标网络。如在
子目标“教育工作目标的责任主体职责”之下，按照各
级党委党组织、政府主管部门、学校、家长等责任主体
链条来细化评价指标体系，实现子目标与分解指标间
的彼此呼应、相互支撑。

最后，建构三级评价观测点及评价标准。 即如何
继续分解二级评价指标，形成具体评价观测点与评价
标准， 使之有力支持二级评价指标的落实。 例如，在

“学校教育责任”这项二级评价指标下，可以将其细化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道德教育、科学文化知
识教育、情感教育、行为态度教育等教育教学活动、校
园文化建设、学校治理和学生发展、教师专业成长等
重要观测点，从而实现二级评价指标的精细化。 这样
通过对三级评测体系标准的建构，为各级各类学校进
行教育工作目标效果的检验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方
法。

总之，新时代党的教育工作目标的提出是对实现
新时代教育总目标的深化和细化。只有在具体践行过
程中不断寻求“生根”之径，探索“生根”之法，总结“生
根”之律，才能更好地推动教育工作事业的时代发展，
才能在新时代党的教育工作目标的实现上站稳脚跟，
从而为勾勒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宏
伟蓝图添砖加瓦、蓄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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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善于从“网言网语”中了解学生所思所愿，透彻分析
其间传递的价值观念，将思政课的理论话语转化为生
活话语，让网络思政成为回应“中国之治”热点话题、
新鲜问题的鲜活渠道。

以“一言一语”扛起“中国之治”的新担当。习近平
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向广大
教育工作者提出“六个要求”“八个统一”的嘱咐重托，
强调“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
大”，思政课教师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承担好
课程建设重担，讲好思政课，做好马克思主义坚定信
仰者、学生价值观念引领者、意识形态建设者和捍卫
者。我们要善于用生动的“中国之治”的事例与情感表
达代替生硬的概念阐述，用细节刻画与内容优化改变
呆板的灌输，通过始终围绕学生、服务学生、关照学
生，以言表意、以言传情、以言化人、以言促行，通过描

述准确、表达生动、情感真挚的话语传播中国价值、中
国精神，从而凝聚起“中国之治”的磅礴力量，肩负起

“中国之治”新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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