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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been the consensus of all countries, which 
responds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bsorbs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the world’s diverse civilizations, draws a blueprint 
for the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shaping 
the common value of all mankind.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ers should use thorough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to guid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thought and value of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ased on the real society. College teachers’ integrating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olitical literacy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nd help them to shape the correct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also ne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chiev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rain excellent socialist successors for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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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已得到各国的共识，其回应了时代的需求，汲取了世界多元文明的优秀成果，为世界的
和平发展绘制了蓝图，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的互通互融，塑造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高校思政课中，教师应当运用透彻的
理论知识和辩证思维，基于现实社会，引导学生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价值。高校教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高校
思政课程中，能够有效地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素养，帮助大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还需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做到知行合一，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国家培养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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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战争和灾难面前，人类是一个整体，需要时刻保持

着“天下大同”的世界局势。在过去的 11 年中，人类命运

共同体从中国倡议逐渐转变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发展，其汇聚了生命健

康、网络空间、自然生命等多个领域建设，涉及全人类的方

方面面。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

非凡的价值。高校教师通过完善思政教育内容，将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高校思政课程有机结合，为学生灌输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长远发展

的眼光。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含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在保证我国利益的前提下，对世界

其他国家进行合理关切，在谋求我国的发展中促进各国发

展。在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每个国家出现的危机都会影响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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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地，危及国际社会整体，在此情况下，世界呈现出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的世界局势，同舟共济，将危机对于本国的影

响降到最小化，保持稳定发展。

在世界各地充斥着粮食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

疾病危机等多个恶劣社会问题，这对于人类生存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2020 年新冠疫情全面爆发，这次的病毒危机波及

了世界各地，是我国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范围最广、防控

最难的一次疫情，并在极短的时间内，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对全世界都造成了巨大损失。此次疫情有力地说明了，人类

是一个整体，在世界危难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3 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的重要性

3.1 培养大学生的国际观念
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是世界发展的

趋势，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各国的沟通合作日益频繁，

经济锁链不断加固、文化影响不断加深、信息资源不断流通，

在日新月异的世界格局下，保持良好的合作共赢关系，是各

国稳定发展的基础。在专业课程中挖掘思政元素，把思政元

素融入专业课程中，通过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全员育人

的方式，构建“大思政”格局 [1]。在高校的思政课堂上融入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让大学生以世界发展的大局观来看待

国际共同利益和中国的稳定发展。由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

念大多被网络文化影响，在轻浮无用的信息观念中沉沦，很

少对国际形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深刻的理解和认

识，没有足够深刻的思想和认识，就无法从整体观和世界观

的层面看待国际信息。

3.2 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意识
大学生尚未步入社会，对于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没有

明确的界定，大学生的世界观大多被身边的人和网络上的思

想观念所影响，在思政课程中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能让

大学生在面对不同的环境，对待不同的事物时，拥有正确的

判断和观念。在疫情期间，我国的大国担当感染着每一位大

学生，互帮互助的国际形势让大学生体会到了国际社会逐渐

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趋势，使其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看待问

题和危机，这对大学生的责任感有着潜移默化的良好影响。

4 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的实践

4.1 强化思政教师的政治素养
长久以来，世界和平的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

建立、人类共同繁荣的实现，是全世界爱好进步的人民矢志

不渝追求的目标 [2]。思政教师在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政

教育前，需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也要对

当下的国际形势有着全面的认知。在开展教学工作时，教学

内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念需要与时俱进，细心聆听

学生对于此类问题的新想法和认知。提高思政教师对于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提高教师政治素养、完善教学方法、提

高教学水平等是开展高校高质量思政教育的关键。教师需要

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在闲暇之时了解国际形势，

熟悉我国政治政策，学习领导人先进的思想，能够在思政课

堂上自如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教学内容中。学校应该开

展相关活动或研讨会，让教师定期接受培训；开设学生思想

展栏，时刻聆听学生的思想态度。

例如，学校可以开展“思政心得交流会”，让教师在

会上互相交流教学经验，整合国际观点，共同探究国际形势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会上，学校可以为教师举办讲座，

邀请政治泰斗或者对于政治学问造诣很深的学者，为教师灌

输系统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知识，让教师的思想观念具有条

理性。学校还可以为教师开展专业的思政培训，增加考核等

项目，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核心等，不断更新思政体系。教师自身可以利用网络

资源，在课余时间在线学习专业的教学方法和先进思想。最

后，教师需要聆听学生的心声，只有明白学生的心理想法，

才能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教师可以为学生留课后作

业，让其畅所欲言，抒发自己对于国际形势的认识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观念看法，为教师提供完善教学模式的思路和

方向。

4.2 利用新媒体技术拓展思政教育途径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大学生多少都得到了新

媒体技术的红利，新媒体技术也深受大学生们的喜爱。运用

新媒体教育模式，构建思政教学的新媒体教学体系，能够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思政课

程中的融入。教师的教学方法需要与时俱进，利用新媒体技

术拓展思政教育途径，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在谈及思想观念

时，教师可以改变原先文字呈现的方式，转变为将理论思想

的出处以视频、图片或者音频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学生能够

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其蕴含的思想精神。教师还可以在互联网

上寻找一些新颖的教学题材，组织大学生观看。利用多媒体

工具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把上课的视频

和课件发送给学生，学生在复习时，能够很方便地查找教师

的课程，找到相对应的知识点，完成自我学习工作。

例如，教师可以利用录屏或者录像的方式，将自己的

教学全过程录制下来，将其发送到“学习通”“易学堂”“微

课”和“慕课”等教育辅助软件中，让学生随时可以查看学习。

当代大学生缺少忧国忧民的思想和行为，对于政治新闻几乎

不太关心，教师可以将《早间新闻》《新闻联播》等新闻电

视节目融入课堂中，熏陶学生的政治思想，让其了解国家政

策和国际形势，烘托良好思政课堂氛围，在学生对于国家政

策和国际形势有一点的了解后，教师再切入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思想教学，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和吸收。同时，教师还可以

挑选蕴含独特见解和合理认识的政治类短视频，组织学生观

看，此类视频更加契合学生的偏好，也是当代社会重要的信

息载体，也更加贴合学生的生活，让学生对于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产生极大的兴趣和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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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开展实践活动，增强学生责任感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要融入大学思政课程中，更

要将教育影响延伸到学生的实践中。因此，为将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完美地融入思政教育中，教师应当积极开展思政活

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意义和价

值。教师引导学生深入了解社会，体验国家的方方面面，让

学生理解国家大集体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将思想上升到全人

类的精神层面。在实践活动中，教师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

力，让其亲力亲为，亲身体验到社会的现状，为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让学生

在无偿的奉献中，得到灵魂思想的升华，更亲切地体验到人

类命运共同体互帮互助的重要性。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过

程中，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是教育

的根本，也是教育的指向 [3]。教师作为领导者，需要引导学

生正确地面对自然、理性地面对社会、积极地面对生活，促

进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的感悟。

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帮助环卫工人打扫卫生，在

清理垃圾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爱护自然的思想；在大学生与

环卫工人进行交流后，对于社会的整体观念会进一步得到丰

富，也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社会现状。教师则要引导学生对

于人群阶级要消除隔阂，各种职业、身份、阶级和地位的人

类，对于自身而言都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疫情期间，全

国各地都有大学生自发性地踊跃报名抗疫救灾活动，这说明

当代大学生拥有优秀的国家责任感，在志愿者活动中，大学

生真切地感受到发生在身边的疫情危机，深刻地理解人类在

自然灾难面前的渺小，正因如此，人类需要共同团结起来，

抱团取暖，这更加说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大学生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参加志愿者活动，更积极

地履行天下大同、和衷共济的政治思想，增强了大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

4.4 紧扣现实生活
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堂的教学中，

需要教师紧扣现实生活，这样才能对学生进行思想武装和生

活武装。教师在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教学工作时，需要结

合实际案例分析，让理论思想有支撑点和现实基础，具有说

服力。结合现实案例，会让大学生摆脱课堂的局限性和对于

理论知识的单一印象，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内涵。就大学生群体而言，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更加呈

现多元化发展趋势，相较于传统式教学，互动式教学更为大

学生群体所接受 [4]。网络活动占据了大学生生活中的大部分

时间，网络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沟通桥梁，是大学生与外国友

人沟通交流的最好机会。在现实生活中，经过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的熏陶，学生会规范自身的言行举止，注意外交形象，

积极主动地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

例如，在大学中，外国校友随处可见，教师可以组织

外国的留学生与本校学生一起开展活动，在活动中，教师需

要引导学生尊重他国文化和表达方式，坚守自身的文化素

养，保持中国人的优雅，以礼相待。如在运动会中，黑人留

学生因其特殊的体格，在赛跑中很容易就能拿到名次，学校

要对其成绩认可，并给予奖励，让其受到平等的待遇，教师

组织学生为其加油，增强学生的包容性。或者，教师还可以

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各国学生可以相继讲述自己家乡的文

化，舞蹈、音乐、语言歌曲等，都是世界各地文化的缩影，

学生们可以积极交流互动，让学生认识世界的同时，还能增

加学生的文化底蕴，增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同感，

教师引导学生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来规范自身的言行举

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5 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于当下大学生综合发展的意义

重大。为了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地融入高校思政课堂，教

师首先要加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提高自

身的职业素养和教学水平；其次教师需要完善自身的教学方

法，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给予学生更好地课堂体验；最

后，教师需要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知识付诸学生的

实践和现实生活，有效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

观，在实践中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核心和

价值意义，培养大学生成为有眼界、有责任感和有行动力的

国家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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