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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学院：围绕“四个融合”，助推主题教育落

地生根

为助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落地生根，平顶

山学院围绕党建与思政融合，思政与业务融合，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及

学科思政融合、主渠道与主阵地融合等“四个融合”开展系列活动，取

得了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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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与思政融合。推进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是新时代高校

教育工作者的使命自觉。平顶山学院软件学院党委依托每个月的党日活

动，结合主题教育，在教师与学生党支部开设“思政论坛”，在进行完

主题教育集体学习之后，再安排教师和学生代表分享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心得体会，结合自身思想实际谈存在的不足和

努力方向。通过这种理论学习与自身实际的交流分享，达到理论与实践

结合，实现党建与思政的深度融合。平顶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召

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建设座谈会，努力让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教学更贴近学生、更贴近实际、

更贴近生活，加强教学研究，强化课堂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深入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耳入脑入心。

思政与业务融合。将政治理论学习与高校教师的教学、科研相结合，

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平顶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为

扎实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开展了“党建引领聚合力，调查研究促提

升”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教师们前往宝丰县龙王沟乡村振兴示范区，开

展走访、调研活动。大家发挥专业特长，与村民群众一起谈变化、议前

景，共谋乡村振兴致富路。软件学院在每月的“思政论坛”、教研室活

动、课程群团队交流、教学观摩大赛等日常工作中，积极探索如何在专

业教学中自然融入思政元素，真正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教学全过程，

以育人水平的高低来衡量教师教学水平的高低。

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及学科思政融合。课程思政是专业课教师实现全

员育人的重要抓手，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也存在教师育人质量的个体差

异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课程思政上升到专业思政和学科

思政的高度，即使在个别课程上有差异也能保障在大方向上不偏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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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一目标，平顶山学院软件学院组织各个专业的教研室主任、课程

负责人、学科带头人在一起研讨交流，统一思想，查找不足，明确努力

方向，有效解决了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及学科思政为什么要融合、怎么

融合的问题。

主渠道与主阵地融合。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一样，都属于育人的主渠

道，需要充分发挥其作用。作为学工队伍开展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属于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和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密切相关，同样不可

忽视，但两者的融合问题一直存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平顶山学院召

集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学生代表一起座谈交流，同时以

网络问卷方式开展调研。大家一致认为，教育要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来

进行，充分利用师生的碎片化时间，树立“碎片化思政”教育理念，实

施“1+N”教育模式（1 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就是学生的实际需

求），落实好“课程思政+”，不能为思政而思政，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

展，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育人更有针对性，教育效果也会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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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共河南省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第二十

七巡回指导组

送：校领导

发：各基层党委、党总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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