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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新周期中，数字经济、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发展对应用型本科院校新商
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结合云南省地方院校新商科建设实践，从国家战略、区域发展等视角，厘清了创
新培育新商科人才的时代价值，提出了创新型、专业型、实用型新商科人才的培育导向，认为具备基础知识应用能
力、经济社会适应能力、创新创业首创能力是新商科人才建设的重点方向，从优化新商科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
系、推动新商科专业改革试点和经验扩散、完善体验式实训场景平台和实践机制、加强国际化师资和创新团队能力
建设等方面探索了新商科人才的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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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演进，加
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把握发
展新机遇的重要契机和关键举措。经济社会发展越是依赖
创新驱动，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与战略性地位越发突出。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高等教育发展
有着双向奔赴的内在逻辑，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
相适应的人才结构、不断提高新质生产力所需的专业技术人
才培育能级，都为新商科人才培养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和要
求。数字经济是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引领性创新服务的支撑，
新时代的“新商科”可以定义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新
文科”理念和数字经济发展范式下，基于既有商科发展本底，
继承创新管理学和经济学学科融合优势，融入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现代产业变革技术的跨学科复合型商科。新质生产力
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必将对商科教育和人才培
养提出更高的时代目标和使命要求，尤其是如何基于传统商
科教育体系、模式和过程，加快培育适应时代要求、懂专业、
有技术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新商科人才，已成为当前应
用型本科院校新商科专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热点研
究问题。

一、云南创新培育新商科人才的时代价值
（一）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和辐射中心建设

的必然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指出云

南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希望云南抓住机遇、扩大开放，
努力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新高地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云南作为毗邻老挝、越南、缅甸等东盟和澜湄区域的前沿省
份，在全力抢抓ＲＣＥＰ机遇中，云南需要培养大量具备国际视
野、跨文化交流能力以及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加快推动
与周边国家在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国际产能等方
面合作，全面促进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产业链、供应链、价值
链深度融合。在此过程中，亟待通过培育创新型和实用型的

新商科人才更好服务辐射中心建设和对外贸易发展。
（二）加快推进西南地区新商科建设是云南探索商科发

展新篇章的客观需要
当前，我国西南地区新商科呈现稳中有序的蓬勃发展态

势，以西南财经大学为典型的商科高校是西部地区最具竞争
力的国际化商科院校，更是引领西南地区新商科高质量发展
的领头雁，其确立的使命愿景成为西南地区新商科院校发展
的典范与样板。云南是西南地区新商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量，云南大学滇池学院正在聚焦新商科“产业数字化、数字产
业化”转型升级进行高水平探索和实践。云南高等教育在当
前新商科建设中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全面实施云南“３８１５”战
略发展目标具有高度适配性的新时代复合型商业人才依然
比较匮乏。因此，为服务云南商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内
生动力，全面加快推进云南新商科建设时不我待。

（三）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商科人才培养迭代升级
的现实需要

商科教育最早萌芽于１８８１年的美国管理教育，随着工业
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工商界人士的大力推动，到１９０８年哈佛
大学商学院成立并创办了为工商业服务的高级学位，招收了
第一批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
（ＨＥＳＡ）公布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学年在读学生最多的专业
是商科管理专业，占当年学生总数的１７％。美国移民海关执
法局（ＩＣＥ）发布的２０２０年度国际学生和访问学者数据报告
表明，工商管理是美国在读留学生选择人数最多专业（占比
约１４ ９％）。新商科作为新文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一轮
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应运而生。与美国、欧洲等商业教
育比较成熟的国家、地区相比，我国的现代商科教育起步晚、
发展快，主要表现为传统商科教学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较
难满足社会发展对商科人才的需求，灌输式教学方法多于启
发实践性的教学手段，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居多，但对能力、素
质培养重视不足，导致学生在深入商业企业的实践培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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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具体技能和知识需求无法在教学体系中得到有效培
养。新商科的建设是数智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一
环，随着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红利不断释放，将为我国新商科
教育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以便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求。因此，加快培育出适应产业需求、企业生产、社会发展和
国家进步需要的新商科人才，是顺应商科人才培养迭代升级
的必然要求。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新商科人才培育导向和目标维度探索
以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为例，在教学实践中的“会计学”

“财务管理”两大专业是学校特色专业和“新文科”“新商科”
建设试点专业，以重点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型本科人才为
目标，以创新培育具有开拓创新精神、拥有专业理论知识和
实际操作技能的新商科管理人才为宗旨。结合学院“数字经
济”“电子商务”“创业管理”等创新专业发展，重点打造新商
科专业集群，全面推动课程重构、场景重置、师资重组，依托
数字经济产业学院建设，助推学院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经管
拔尖人才培养，为区域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商科人
才。基于该校新商科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实践成效，为积极
开展云南应用型本科院校新商科人才培育导向和目标维度
的系统探索提供了重要基础。

（一）人才培育导向
１．培育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发展的创新型新商科人才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在内的新产业是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主阵地，新商科可以为新产业提供重要支撑和基础
服务，培养具有创新能力较强的新商科人才，可以更好适应
前沿商业理念和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以创新为纽带汲取适
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商科理论和实践经验，为优质新产业发
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在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
进程中，创新是核心、是关键，新商科人才教育必须注重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跨界融合能力，具备新颖独特的方法解决
商科与数字经济融合中面临实际问题的思维能力，以创新的
方法和视角去审视新质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可以基于管理
学和经济学理论知识提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使新商科后备
人才能够迅速适应新产业的发展需求，提出有助于生产关系
创新的商业模式和管理策略，推动新产业的快速发展。
２．培育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专业型新商科人才
云南肩负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历史使命，其

独特的地缘与区位优势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价
值。与时俱进保持专业设置及其内涵的时代性和先进性，促
进人才培养质量、适应地方经济发展要求是培育南亚东南亚
辐射中心建设的专业型新商科人才的基本要求。近年来，云
南与东盟的出口额占全省出口额的５０％左右，贸易往来日益
加深，通过加快培育一批具备国际视野和专业技能、能够熟
悉掌握ＲＣＥＰ规则，在研究南亚东南亚多边双边贸易政策、精
准提供地方对外贸易发展咨询建议、协助优势产业大中企业
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的专业型新商科人才，有利于进一步降
低贸易壁垒、优化贸易流程、提升贸易效率。发挥新商科人
才培育机制，鼓励专业型新商科人才积极参与商业网络的构
建与拓展，通过搭建商业平台、推动商业合作、优化商业环境
等方式，促进区域内的商业交流与发展，以此吸引更多的国
内外资本参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与商业联动发展，推动
区域内的产业合作与技术创新，加快云南辐射中心的建设和
发展。
３．培育跨境电商等对外贸易发展的实用型新商科人才
当前，云南处在“大物流带动大贸易、大贸易带动大产

业、大产业带动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加快培育一批懂理论、
能实践、会操作的实用型新商科人才，才能更好地适应云南
地区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为全省口岸经济、跨境电商等
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实用性新商科人才培养的一
个重要特点就是务实，必须在有效推动南亚东南亚地区人才
交流与合作中，充分与国际知名商学院开展人才培养合作与
学科交流，引进国际或地区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资源，真
正让学生开阔视野、身临其境，从书本中走出来，把理论知识
有机融入到商业贸易实践，为服务云南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更多实用型新商科人才资源。

（二）重点能力建设
１．基础知识的应用能力
具备完善的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是新商科人才培养的

关键第一步。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在应用型本
科院校新商科人才培养中，强化基础知识在生产实践中的应
用能力是保证实现培养目标的核心关键。新商科建设能否
培养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功底、掌握互联网知识
储备的学生，既取决于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也有赖
于课程质量及对学生吸引能力的综合效果。培养能把教学
课程、专题讲座、自我学习、社会实践中获取的商科基础知识
进行融会贯通，形成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新商科学生知识体
系和框架，培养基本掌握可以调用、整合基础知识对实际问
题进行深入分析的能力。长远来看，课程知识的课堂呈现方
式需要通过新商科体系的优化加以逐步完善，对知识点的启
蒙、思考和课程实践对教师专业水平和授课质量也提出了更
高要求。
２．经济社会的适应能力
具备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是新商科人才服务社会的重

要前提。新商科人才的专业起点是在学校中孕育的，应用型
本科院校作为培育新商科人才的第一站，需要准确定位承前
启后的重要作用，立足当下着眼未来，通过课程教育和实践
锻炼培养学生兴趣，依托课题引领学生开展商业调研、强化
社会思考、关注政策细节、把握行业趋势，提升较为灵敏的捕
捉市场变化、需求趋势以及商业参与主体心理的能力。直面
经济社会的新需求、新变化、新阶段、新特征、新考验，将新技
术、新方法、新理念、新模式、新体系融入传统商科教育中，对
传统商科进行学科重组和交叉，通过培养创新意识、引导正
确的职业规划、培养综合素养等方面的努力，鼓励学生打破
学科界限参加跨学科知识学习，进一步培养综合应用知识的
能力，为今后步入生产实践、加快适用变化迅速的经济社会
发展奠定跨学科综合解决能力。
３．创新创业的首创能力
具备一定的创新创业首创能力是提升新商科人才发展

后劲的重要因素。创新创业是国家创新活力之所在，也是科
技发展希望之所在，更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将现代信息技术融
入学科、推进学生知识面扩展和创新思维培养的重要方式，
培养学生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使其能够善于
发现市场痛点、机会或潜在需求的能力，包括掌握一定的市
场分析与洞察能力、资源整合与利用能力、执行效能与抗压
能力、团队协作与领导能力、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能力等。
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培养过程中，要鼓励学生敢于尝试、勇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优秀校友的典型经验帮助学生解疑释
惑，在各类创新创业比赛中给予团队教师和学生在人员招
募、办公场地、设备、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促成新商科
毕业生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结合自身的综合知识以及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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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提出一些较为新颖且具有创意的创业点子或解决方案
应用到生产实践中。

三、新商科人才创新培育策略
（一）优化新商科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在执行国家既有商科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和标准的基础

上，应用型本科院校要担负起新时代创新人才培养的主体责
任，结合自身定位和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充分借
鉴国际优质商学院办学经验，探索引入适用的培养方案和特
色课程，打破学校与学科壁垒，建立健全与所在地区同类院
校的新商科人才联合培养机制，整合校内外优质课程资源，
形成跨院校、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体系，满足学生多样化的
学习需求。强化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促进基础课程与增设
选修课程的有机衔接，加强数学经济、数据分析和挖掘、国际
商务、跨境电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课程教学比重，以适应
数据驱动、科技引领的数字时代新商业发展需求，为学生后
续的专业学习和多元化发展奠定基础。探索应用型本科院
校建立新商科专业学生在读期间参加专业前沿学术会议机
制，鼓励学生在商科类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分享研究成果，
并与同行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与探讨。学校应定期组织相
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学术指导或专业培训，帮助学生了解
会议背景、论文撰写、交流技巧等，提高学术会议的参会效果。

（二）推动新商科专业改革试点和经验扩散
顺应数字经济催生的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商业变革及

新商科专业建设需求，构建“特色专业＋数字训练＋智能模拟＋
商业实践＋创新应用”等五位一体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新商科
专业改革试点体系。以“专业改革＋技术驱动＋供给匹配＋院
校试点”为导向加快驱动新商科专业改革进程，加快应用型
本科院校将量子信息技术、数智融通、算网融合、区域商业大
数据平台等前沿新技术信息有机融入新商科专业群建设。
同时，通过数字经济训练和智能模拟场景的建设，帮助学生
掌握数字经济的运作机制和商业模式，通过数字训练提高学
生的数学能力，再结合智能模拟技术创建虚拟的学习环境和
场景，让学生在模拟的真实环境中进行实践和应用。深化与
西部新商科实践教学创新与共享联盟、长三角新商科教育联
盟等交流合作，加强经验交流和扩散，充分与西部高校凝聚
新商科建设共识、推动合作发展，还要与东部高校形成互补
优势、汲取新商科建设的好经验和好做法，为应用型本科院
校加快变革新商科人才培养范式、培育一流新商科人才创造
最优支撑体系。

（三）完善体验式实训场景平台和实践机制
体验式实训场景平台和实践机制是培养新商科人才具

备复合型知识体系和创新能力的基础载体。应用型本科院
校应结合商科发展定位和学校实际，有序推进“新商科智慧
学习工场”“数智新商科虚拟仿真实训基地”“产教研商科创
新孵化共同体”“社会实践与公益性商业服务”等实训场景平
台和实践机制的配套建设。定期邀请具有创新视角的优秀
企业家为学员授课，为学员提供实践商业氛围，通过案例分
析、小组讨论、模拟演练等环节全面理解商业模式及商业模
式创新。鼓励经教育、科技、税务等主管部门认定的企业深
度参与应用型本科院校新商科人才培养，企业以教育主体的
身份参与推进专业建设，在满足预期商业利益和安全可控的
前提下，为新商科学生培养提供高度仿真、技术集成、交互性
强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场景化教学体验服务、
教学实训和创新创业环境实训平台，使学生身临其境体验数
字经济抽象与具象的有机统一，所发生的学生联合培养费用
纳入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列账。

（四）加强国际化师资和创新团队能力建设
深化“中外融通”教学模式，打造服务国家战略的师资科

研团队和人才培养基地。以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的
国际化视角出发，从多个维度提升新商科专业师资、创新团
队建设的外向度和集成化能力。在师资层面，加强与欧美、
东南亚等国外合作院校商科课程匹配和对接，定期委派骨干
商科教师赴海外学习培训、深度访问，为教师提供了直接接
触和了解国际先进商科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行业动态，提
升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引入优质、前沿的国际化商科教材
进行本土化使用，制定外籍教师聘用管理办法，吸引优秀外
籍师资与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开展联合研究、课程开发、学
生交流等项目，推动学校商科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在创新团
队层面，挖掘应用型本科院校新商科专业群与外国语专业的
合作共建，吸收外国语专业在系统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流优
势，丰富创新团队及学生的国际商业知识和文化背景，打造
“新商科＋外国语”创新团队体系，推动两个领域的学术共同
体建设。院校可遴选新商科创新团队、教师、学生参与具有
互联网、大数据、新零售等企业在校园开展的真实商业项目，
提高团队教师、学生在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融合能力，有
助于提升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培养更多具有实践能力和创
新精神的商科人才。

四、结束语
优化提升新商科人才创新培育导向及实践策略，是应用

型本科院校全面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创新型、复合型
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实践和推进举措，有利于为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新商科人才支撑。在
新商科创新教育实践中，教育工作者应以学生为中心、以创
新为导向，推动经典商科专业与现代数字技术多元融合，优
化配置学科专业与实践场景，不断提升新商科人才创新培育
的内涵和质量。

参考文献：
［１］陈廷柱，田华泉．中国教育现代化新征程的核心使命

和主要挑战［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２３，４４（３）：２６－３２．
［２］康丕菊．“增长极”视角下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

经济贸易辐射中心”的研究［Ｊ］．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２０２０，４（３）：５３－５８．

［３］本报评论员．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大有作为［Ｎ］．
云南日报，２０２０－１２－１４（１）．

［４］黄莹，葛大汇．信息经济学视角下美国工商管理硕士
专业认证［Ｊ］．高教发展与评估，２０１３，２９（２）：２９－３６，１０５．

［５］王建明．数智时代新商科人才培养的变与不变———以
工商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为例［Ｊ］．新文科教育研究，
２０２２（４）：１０３－１１６，１４４．

［６］陈晓芳，夏文蕾，张逸石，等．新时代新商科的内涵及
“多维度协同”培养体系改革［Ｊ］．财会月刊，２０２１（５）：１０７－１１３．

［７］蒋海棠，吴千里．新商科背景下地方新建本科高校经
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以泰州学院为例［Ｊ］．泰州职
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２２，２２（６）：２０－２３．

［８］张跃军，石威，朱恬恬．新商科的理论内涵、运行逻辑
和实践路径［Ｊ］．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２６（１）：
２８－３７．

［９］刘伟．基于人才强国战略的高等院校创新型人才培
养路径选择［Ｊ］．现代教育管理，２０２３（１０）：８２－９３．

［１０］宋晓玲．新商科背景下经管专业教学改革与创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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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迅速调整教学方案和策略，确保教育活动能够适应学生
需求和时代变迁。

结语
本文提出构建专业化辅导员团队、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

思政课程、优化思政教学方法和加强“大思政”下思政工作效
果评估策略。研究旨在增强“大思政”辅导员思政工作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有效地提高思政教育
的质量和效果，确保“大思政”下辅导员思政工作与学生需求
及时代发展保持同步。

参考文献：
［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Ｊ］．人民教育，２０１９（５）．
［２］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

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９－３－１９（１）．

［３］杨晓慧．以“大思政”理念创新思政育人格局［Ｊ］．思
想教育研究，２０２０（９）．

［４］叶安胜，赵倩，周晓清．新时代背景下“大思政”育人
格局的构建与探索［Ｊ］．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２１（７）．

［５］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Ｍ］．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沈壮海．把准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关键点［Ｊ］．
人民教育，２０２２（１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 Ｊｉａ－ｙｕａｎ，ＸＵ Ｘｉａｏ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ｒｂ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１５００８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ｒｅａ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ｓｋ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Ｈｏｗ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ｒｅａ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ｉｔ ｍｏｒｅ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ｉｓ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ａ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ｎｅ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Ｂ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ｒｅａ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责任编辑：杨雨青）
６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５）第３８卷第５期　 总第３８７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