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教育部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文章《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课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2020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3 月 18 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这是《求是》

杂志自 2019 年 1 月 1 日改版以来，首次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文章，具有重要政治意义。持续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教育战线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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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刻认识深入学习贯彻《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重要文章精神的重要意义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从 2019 年 1 月 1 日出

版的第 1 期起全新改版，每期发表一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加强全党思想理论建

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

人民、指导实践的重大举措。《求是》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文章，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

践中，提出的许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

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

思想武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工作

高度重视，将学校思政课建设摆在尤为突出的位置。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是继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

育大会之后，党中央关于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又一次重大战略

部署。会议召开一年多来，党情、国情、世情、教情又发生了新

的深刻变化，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教育战线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充分体现“双线作战”总布

局和“两个确保”总目标，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学年开学之际，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

件下全面恢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是教育战线面临的又一重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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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深入学习贯彻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在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将有力推动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教育工作，全面贯彻新时代

党的教育方针，激励广大师生员工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优异成绩，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二、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认真抓好重要文章精神的学习

贯彻 

1.全面系统、及时跟进学。要把学习重要文章精神，与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及第一卷、第二卷有机结合起来，

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有机结合起来。教育

系统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要组织专题学习，深刻领会文章的

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深刻认识办好学校

思政课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和重大意义，进一步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各地各校要结合实际组

织全员学习讨论，坚定教育报国守初心、立德树人担使命，进一

步凝聚办好新时代学校思政课、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共识与合

力。 

2.深入思考、联系实际学。要对照文章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要

求，对标检视、明确差距，结合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

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以及

《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关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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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等文件精神，进一步落实落细《“新时代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创优行动”工作方案》《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改革创新先行试点工作方案》，集中力量加快解决编制保障、教

师配备、岗位津贴、经费投入等问题，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

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进一步加强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

思政课建设，切实把学习收获转化为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具体举措

和实际成效。 

3.深化研究、宣传阐释学。各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要组织

思政课教师加大对文章的研究宣传阐释力度，从学理角度、学术

高度深入剖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关键课程这一重大论断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充分彰显思政课在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充分彰

显思政课教师队伍在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

人才这一神圣事业中的重大责任。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特别是各

级各类重点、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要组织开展主题聚焦、形式

丰富的学术研讨活动，形成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各高

校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政

课类学术期刊，要积极开设专栏、编发专刊，为思政课教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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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成果提供学术交流平台。 

三、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地各校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党委中心组率先学习。要压实主体责任，分层分类组织学习，进

一步学深悟透文章精神，确保全体教职员工和相关学科专业学生

全覆盖。 

2.创新形式，务求实效。各地各校要结合实际，积极创新学

习形式，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确保师生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3.广泛宣传，扩大影响。各地各校要及时总结学习贯彻文章

精神、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好做法好经验，主动对接中央和本

地主流媒体，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形成立体传播格局，推动形成

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

好思政课的氛围。 

 

 

教 育 部 

2020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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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抄    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2020 年 9 月 1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