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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思政教育对青少年制度认同的塑造
蔡永宁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在多元文化和信息快速传播的背景下，新时代的思政教育对于青少年制度认同的塑造，具有深远的意义。思政教育作为培
养青少年正确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途径，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增强其对青少年群体的吸引力和相关性。思
政教育不仅帮助青少年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能引导其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此，本文围绕影
响因素、面临困境、解决对策三个方向进行深入讨论，旨在为青少年提供思想支持，确保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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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思政教育是培养青少年价值观、人生观和世
界观的重要途径。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
的希望，其思想意识和制度认同将直接影响社
会的稳定与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
思政教育有效塑造青少年的制度认同，成为了
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亟需关注的重要课题。
在新时代，青少年接触到多元文化和价值观，
这既丰富了他们的视野，也令其对社会制度的
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思政教育不仅要
传授基本的政治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更要通过生动的实践和针对性的教育方式，引
导青少年深入理解我国的制度优势和历史逻辑，
从而增强其国家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通过构
建积极向上的思政教育体系，帮助青少年坚定
制度认同，培养他们成为新时代青年，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一、新时代思政教育对青少年制度认同的影
响因素

（一）学校教育影响
思政课程的内容直接关系到学生对国家制度

的认识和理解，当课程中系统地讲解我国的政治
制度、法律法规及其历史背景时，学生不仅能够
掌握必要的知识，还有助于他们形成对制度的基
本认同。通过对我国制度优势的分析，学生能够
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政治和文
化等方面的独特性和合理性，这种知识的传递，
有助于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建立起对国家制度的
认同感。

教师在思政教育中发挥着关键的引导作用，
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价值观的引领者，
其通过课堂上的讨论、案例分析和情感交流，激
发学生的思考和参与，让学生在思辨中增强对国
家制度的认同。教师个人的价值观和态度也会直
接影响到学生的观点，若教师展现出对国家制度
的信任和认同，学生通常会受到感染从而形成积
极的制度认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起

（稿件编号：IPS-25-3-1012）

作者简介：蔡永宁（1981-），男，汉，广东阳江人，硕士，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认同、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2022 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共建课题项目“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制度自信的认同状况及提升路径研究”( 编号：
2022GJ036) 研究成果。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22 年度校级课程思政改革示范项目：“西方行政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编号：GSKCSZ202209)。



37

2025 年，第三期，国际教育学研究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到一定影响作用，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增强学生
的信任感，使其更愿意接受教师在思政教育中传
达的价值观。

校园文化也是影响青少年制度认同的重要因
素，学校的文化氛围、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构成
了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环境。如果校园内普遍倡
导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和对国家的热爱，学生在
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容易形成对国家制度的认同
和归属感。校园文化活动、社区服务、志愿活动
等，能够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参与集体的机会，
让其在实践中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制度和国家发
展，也是增强学生对国家和社会认同感的有效方
式。

（二）家庭观念影响
在新时代思政教育背景下家庭观念对青少年

制度认同的影响不容忽视，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
第一环境，家庭教育和父母的价值观、信念直接
影响着孩子的思想发展和制度认同，父母的政治
态度和对国家制度的看法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
子，如果父母对国家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持积极
态度，孩子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往往会在
无形中接受这一观念，从而增强对国家制度的认
同感。

家庭沟通方式也在影响青少年的制度认同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开放和包容的家庭氛围鼓励孩
子独立思考，让其在与父母的讨论中逐步理解制
度的复杂性和必要性。父母如果能够与孩子进行
深入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对话，引导青少年进行
批判性思考，亦能帮助其在思辨中形成对国家制
度的理性认识。相反，如果家庭中存在对国家的
不满或对制度的质疑，孩子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
形成对国家制度的抵触和不信任。

（三）朋辈影响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阶段，朋友

和同龄人群体在这一阶段的影响力显著，往往能
够深刻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朋辈
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是青少年获取信息和观点的重
要途径。青少年在与同龄人的交往中常常会讨论
国家的政治、社会现象以及各种制度安排，这些
讨论丰富了青少年的知识面，也帮助其形成对社
会制度的初步认知。通过分享和比较彼此的看法，
青少年能够在朋辈的影响下，更全面地理解国家
制度的功能和意义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制度
的认同感。

朋辈群体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对青少年的影
响也非常显著，在同龄人中若某一群体普遍持有
积极的国家观和制度观，则该群体的成员往往会
受到激励，有助于增强其对国家制度的认同。这
种趋同现象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明显，因为青少
年渴望融入并被认可，往往会在潜意识中调整自
己的观点和行为以符合群体的标准。朋辈影响还
体现在对社会活动的参与上，当青少年朋友之间
共同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活动或是政治性活动时，
体验式的学习方式使得青少年在真实的社会环境
中认识到制度的运作，在实践中体会到制度的客
观性和优越性，在社会参与中形成更为积极的社

会态度，从而增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认同感。

二、思政教育视域下青少年制度认同面临的
困境

（一）历史国情教育有待加强
历史国情教育的内容与青少年的实际需求脱

节，部分历史国情教育课程内容陈旧，缺乏与当
代青少年生活和兴趣的关联，导致其难以产生共
鸣和兴趣。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忽视了引导青少
年理解和反思历史的实际意义，无法有效激发其
对国家制度的认同感。青少年处于信息化时代，
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多媒体和互动式的学习方式获
取知识。而当前的历史国情教育仍多以单一的课
堂讲授为主，互动性和参与性不足，导致青少年
对学习内容的接受度和认同感较低。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地区差异明显，城乡
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存在显著差
异，导致部分地区的青少年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历
史国情教育。一些偏远地区的教育条件相对落后，
教师素质和教育设施无法满足现代教育的需求，
这进一步加剧了青少年对国家制度认同的困境。
社会上存在各种复杂的信息和价值观，有时会对
青少年的思想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师长不能为其
提供正确的引导，反而可能加强他们对国家制度
的疑惑和不认同。

（二）相关教育工作机制不完善
当前思政教育通常由不同的部门和单位负

责，例如学校、政府、社会组织等，但各个部门
的职责划分不明确，缺乏有效的统筹与协作，不
同部门之间信息传递不通畅、政策实施不到位，
导致青少年的制度认同教育在实践中往往无法形
成合力。这种碎片化的工作机制容易导致教育内
容的割裂，教育效果的低效，青少年无法从多个
角度理解和认同国家制度。

教师的培训和专业支持体系不完善，虽然当
前思政教育的要求日益提高，但对教师的专业培
训和教育资源的支持依然不足，部分从事思政教
育的教师尤其是基层教师，其政治素养和教学能
力未必能够满足现代思政教育的需求。由于教师
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教学方法和创新手段，通
常难以激发青少年思政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此外，
教师的工作压力也较大，课程内容繁重，教学环
境单一，无法为青少年提供深入的思政教育体验。

（三）思政课质量有待提升
在思政教育视域下，青少年制度认同面临的

困境之一是思政课程内容的吸引力和相关性不
足。当前，部分青少年对思政课程的兴趣不高，
主要原因在于课程内容与他们的实际生活和社会
热点缺乏紧密联系，导致学生难以产生共鸣。这
种情况使得思政教育在培养青少年对社会制度的
认同感方面效果不佳。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多元网络文化冲
击，面临着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多重压力，
可能导致他们对制度认同的困惑和动摇。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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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环境中，青少年需要更高质量的思政课内
容和教育方式来引导和支持，以帮助他们理解和
认同社会制度和国家发展。然而，现阶段的思政
课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尚显不足，未能满足青少
年对思想教育的需求。

三、新时代下思政教育加强青少年制度认同
的策略

（一）激发青少年对国情教育认同度
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衡是当前历史国情教育

面临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偏远地区，教育资源
的缺乏导致青少年无法接受到高质量的历史教
育。为此，必须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教育支持，推
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通过远程教育和网络课
程等形式，可以有效弥补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
让更多的青少年都能接触到优质的历史国情教育
内容。此外，定期组织优秀教师赴基层支教，提
高当地教师的专业水平，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
要途径。

家庭和社会的协同作用在历史国情教育中也
至关重要。家长作为孩子思想发展的第一影响者，
若缺乏足够的历史国情知识或存在认知偏差，可
能无法为孩子提供正确的引导，甚至可能加深他
们对国家制度的疑惑。因此，应通过家长学校、
社区讲座等形式，加强家长对历史国情教育的关
注，提升他们的教育水平，使其能够在日常生活
中为孩子提供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学校和家
庭的联动，可以为青少年创造一个更加健康和全
面的教育环境。除了课堂教育，课外活动也是加
强历史国情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组织历史文化
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参观博物馆、历史遗址、
革命旧址等，学生不仅能亲身感受历史，还能通
过实地观察进一步加深对国家历史与文化的认
知。此外，通过演讲比赛、征文活动等方式，激
发学生的思考和表达，让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历
史的深刻意义和国家制度的重要性。历史国情教
育的质量还需要依赖于师资力量的提升，教师是
传授历史国情知识的关键，必须定期开展针对历
史国情教育的专业培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
历史知识水平。通过教学研讨、经验交流等方式，
促进教师之间的互动与学习，提升整体教学水平，
从而为青少年提供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教育内容。

（二）完善教育工作机制
要有效提升思政教育的质量，完善教育工作

机制至关重要，各相关部门需要明确职责分工，
推动各个部门之间的统筹和协作，形成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工作合力，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明确
各方在教育过程中的职责和任务，确保信息的顺
畅传递和政策的有效实施是解决碎片化问题的关
键。通过统一的工作平台或协作机制，政府可以
定期指导学校和社会组织开展思政教育活动，学
校和社会组织则可以将青少年的反馈及时传递给
相关部门，实现政策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教师的专业培训体系亟需完善，以提高其思
想政治教育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应建立更加

完善的教师培训机制，定期开展多层次、多方位
的培训，不仅要提升教师的政治理论水平，还要
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培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
用现代教育技术和互动手段的能力。同时，可以
通过专家讲座、教学研讨等形式，促进思政教师
之间的经验交流和共享，提升整体教学水平。

（三）提升思政课程质量
思政课程应当与青少年的生活实际和社会热

点紧密结合，通过案例分析、社会调研等方式，
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到思政教育的现实意义。例
如，可以引入当代青年关注的环保、科技创新、
社会责任等主题，鼓励学生讨论和思考这些问题
如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从而增强他
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丰富思政课程的教学形式。通过多媒体、网络平
台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提升课程的互动性和趣
味性，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思政知识。
同时，可以借助网络文化的积极面，鼓励学生在
网络平台上进行正能量的传播，形成良好的网络
环境，抵制不良信息的影响。家庭、学校和社会
应形成合力，共同支持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
家长应积极参与孩子的思政教育，营造良好的家
庭氛围，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学校则应
通过丰富的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增强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社会各界也应积极支持思
政教育，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让青少年在真实
的社会环境中锻炼和成长。

四、结束语

思政教育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承担着更为重
要的责任和使命，它不仅是对青少年思想品德的
培养，更是对他们制度认同的塑造，通过创新教
学内容和方式，强化教师培训与支持，提升思政
教育的整体质量，能够帮助青少年更好地理解国
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方向，从而增强其对社会制
度的认同感，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青少年将能够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信息中保持清晰的价值判断，
坚定制度认同，为推动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民族复
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参考文献：
[1] 王政 , 张军成 .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大学生制度自信

教育的路径研究 [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
版 ),2023,42(03):118-129.

[2] 王伟 . 将制度自信贯穿于思政理论课教学的路径考量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2,35(20):70-72.

[3] 罗健 , 罗恒锋 . 制度自信教育贯穿高校思政课教学全过程
的三维厘析 [J]. 思想政治课研究 ,2021,(06):105-115.

[4] 赵涛 .“染整工艺原理”知识体系与课程思政元素融合的教
学探索 [J]. 纺织服装教育 ,2021,36(05):426-429.

[5]吴群.浅议高校思政课政治认同核心目标的学理性实现[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1,34(13):60-61.

[6] 严向远 . 制度自信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路径研究
[J]. 高教学刊 ,2021,7(19):154-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