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政课堂观看心得(模板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
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思政课堂观看心得篇一

思政大课堂，是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旨在引导学生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我参与思政大课堂学习的过程中，
我深刻认识到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和实际意义。

首先，思政大课堂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让我深入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其伟大的思想。在这门课中，我深好地
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原因，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
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这让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也让我对我自己的国家更加自豪。

其次，思政大课堂增强了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支柱，也是
我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重要保证。在思政大课堂上，我深入学
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实施途径，这让我对社会
主义的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更加坚定了我作为大学生
为建设社会主义做出贡献的决心。

最后，思政大课堂强化了我对法治和公民意识的认识。法治
和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石，也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
利和义务。在思政大课堂上，我了解了法治的基本原则和法
律的实施途径，也了解到了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这
让我明白了要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每个公民都要遵纪
守法，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正。



二、思政大课堂的特点

思政大课堂有着独特的教学特点。首先，课堂形式多样。教
师们通过丰富多样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讲座、讨论、演讲等，
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使学生在课堂上愉快地学
习。

其次，思政大课堂强化互动。在课堂上，教师们常常通过提
问和小组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们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
增强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互动。

再次，思政大课堂注重知识与实践的结合。教师们通过案例
分析和实践活动等方式，让学生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
实际问题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提高学生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思政大课堂的亮点

思政大课堂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有着独特的亮点。首先，
思政大课堂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在课堂上，教师
们经常以感人肺腑的案例和真实故事，引导学生发展爱国主
义情感，让学生对祖国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

其次，思政大课堂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在课堂上，
教师们引导学生学会思考，学会批判，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
世界，这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和辨析问题的能力。

再次，思政大课堂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在
课堂上，教师们鼓励学生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培养学生的
实际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

四、思政大课堂的改进措施

虽然思政大课堂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需要进一步改



进和完善。首先，应加强实践环节的设置。增加实践环节的
设置，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也可以加深学生对理论
知识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要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和特长培养。每个学生都有不同
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应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合理安排课程，
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特长，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学习
动力。

最后，要注重课程内容的更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
化，思政大课堂的课程内容也需要不断更新和调整。要根据
社会热点和学生的需求，设计新的课程内容，使思政大课堂
更加具有吸引力和实用性。

五、结语

思政大课堂是一门重要而实用的课程，通过学习这门课，我
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增强了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同时也使我对法治和公民意识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思政大课堂强化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
发展，并培养了我的思辨能力和实践能力。虽然思政大课堂
仍有不足之处，但我相信，通过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思政大
课堂会在培养优秀大学生的道路上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

思政课堂观看心得篇二

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全社会的关注下，不断加
强和改进，因此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作为大学
的一门必修课，思政大课堂不仅是教育大学生政治素质的平
台，更是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塑造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的根基。在此，我将结合亲身的经历和感悟，谈谈思
政大课堂给我带来的精神心得体会。

第一段：思政大课堂的意义



思政大课堂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不仅是教育大学生政治素质的平台，更是传递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主阵地。通过思政大课堂，我们可以了解党和国
家的方针政策，学习国家的制度知识和法律法规，了解中国
革命和建设及其与世界的历史关系。同时，思政大课堂也是
教育大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场所。学生
可以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和思考，正确认知自己的社会责任
和定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服务国家和人
民作出贡献。

第二段：思政大课堂的亮点

思政大课堂教育有着许多亮点。首先，思政大课堂注重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通过与实际问题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的
实际问题分析和解决能力。其次，思政大课堂强调思辨和创
新。教师鼓励学生以独立、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去思考问题，
激发学生思考、探索的积极性。再者，思政大课堂重视活动
与实践。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志愿者活动、竞赛等
实践性的活动，培养学生社会参与的意识和能力。这些亮点
不仅使思政大课堂教育更具吸引力，更是培养大学生综合素
质的有效途径。

第三段：思政大课堂的启示

思政大课堂给我带来了很多启示。首先，思政大课堂让我明
白了大学生不仅是要接受知识的输入，更要学会思考。在思
政大课堂的课堂中，我体会到了思考的重要性，培养了批判
性思维和创新精神。其次，思政大课堂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
社会责任和使命。在课堂上讲解的社会实例和社会问题，使
我明白了自己是作为一名大学生要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最后，思政大课堂让我感受到了国家的关怀和栽培。在
这个平台上，学校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资源和机会，让我们充
分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潜力。



第四段：思政大课堂的挑战

思政大课堂的教育在现实中仍面临着许多挑战。首先，部分
学生对思政大课堂的认识不足，存在听课学习的动力不强等
问题。其次，学校需要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思政大
课堂的教学质量。再者，思政大课堂教育虽然培养了一部分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但仍存在一些学生缺乏实践机
会和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思政大
课堂的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第五段：思政大课堂的未来

因为思政大课堂的重要性和价值，它将在未来得到继续加强
和发展。首先，学校将更加重视思政大课堂教育，投入更多
的教学资源和管理力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其次，推广和
分享优秀的教学案例和经验，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
再者，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和
参与度。通过这些措施，思政大课堂教育将不断得到完善和
发展，为培养更多有社会责任感和正确价值观的大学生做出
贡献。

总结：思政大课堂精神是大学生政治素质教育的根本任务，
也是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通过学
习和思考思政大课堂，我们能够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自己的
贡献。思政大课堂的发展离不开学校和学生的共同努力，希
望通过学校和个人的共同努力，思政大课堂能为更多大学生
带来更多的启示和价值。

思政课堂观看心得篇三

3月23日下午，“天宫课堂”第二课在中国空间站正式开讲并
直播，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进行
授课。这是中国空间站第二次太空授课，也是中国航天员第



三次进行太空授课，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壮举，它不仅标志
着中国已经能够熟练的运用载人航天技术，也意味着我国的
航天科学技术已经向教育领域再一次伸出了橄榄枝。

古往今来，中国人的“飞天梦”从未断绝。在20-年10月16日
凌晨，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开始中国迄今时间最长的载人飞行。梦想变为现实，中国再
一次踏上了探索太空的征程。一次次不停的探索，一次次突
破性的创新，一次次星辰大海的征程，都离不开一代代航天
人的不懈拼搏、不畏艰难，都离不开祖国背后的强大支持，
我深刻体会到生在新中国，长在国旗下的幸福与骄傲。何其
有幸生于华夏，见证百年，见证梦想成真！

思政课堂观看心得篇四

近日，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思政大课堂第四课，该课程的主
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这节
课上，我受益匪浅，从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营养和精神力量。
以下是我对这堂课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学习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关系

通过这节课，我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成，它包
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领域，这些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通过分析这个有机体系
的各个方面，我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发
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强化了我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信心，相信其可以让中国持续发展、长治久安。

第二段：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适应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特点是较好地适应了中国现代
化发展的需要，这是它成为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和制
度保障的重要原因。然而，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真正



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需要，需要我们在经济、法律、文化
等各方面深入研究和探索。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深层变革和进
步的特性。

第三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

我们认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和适应性，同时
更强化了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在学习和
探讨时，我们始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应引领我
们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在不断地学习和努力下，我们不仅可
以拥有更深入的理解，更能将之转化为实际行动和贡献。

第四段：实践出真知——在实际生活中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

始终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认识转为实际行动。
做好所属工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领域贡献自
己的力量；参与社会贡献、利用自己身边的一切机会加强自
我实践和锻炼。

第五段：结语

通过这堂思政大课堂第四课的学习，我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和适应性，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
仰。同时，也加深了我对于整个体系的认识，进而可以应用
到我的实际工作中去。我相信，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活和
工作中，我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实
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思政课堂观看心得篇五

青春，是一个人一生中比较宝贵的阶段。青春期的我们骨子
和血脉里已经有一种东西在流淌：只要向前，困难虽比我们



想象的要多，但方法比我们想到的要多得多；坚持下去，积
极应对，一切会更好！

梦想，是我们内心深处一个渴望自己出人头地的潜意识！因
为梦想的存在，生活才变得更加富有意义。

青春，使我们多了一份理智。当成功的焰火冉冉升起时，我
所看到的，不再是美丽的烟花，我知道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
化学反应，是自我超越的结果，是汗水与智慧的结晶。

我们深深体会到，求学要有理想，但切忌理想化，单靠梦想
并不能使你成功，主观世界的追求离不开在客观世界中的打
磨与历练。求学要做比较坏的打算，同时要尽比较大的努力，
对困难估计得越多越好。

如果你有求学的冲动，想改变生活的现状，无时无刻不梦想
着成功，我们会发自内心地为你鼓掌。但这个世界真正能帮
助你的人只有你自己，没有人能代替你激发自身的潜能，再
好的琼浆摆在面前，你自己不动手取，也不过是幻影。

求学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其中的
内涵。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苦苦坚持更难的事情了，但生
命的精彩也就在一次次自我极限的超越之中。要想做出一番
非凡的事业，必然要训练出非凡的筋骨，每一次痛苦都是一
次成长的机会，生命也会收获相应的厚度与广度。实际上，
多年的求学时光已经使我们学会了享受非常态的生活。

要庆幸自己的青春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渴望成功并且有机会成
功的年代里，要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但担忧的是，现在很多
年轻人一谈起“求学”这个字眼就心旌荡漾，好像成功只是
指日可待的事情，恨不得一夜之间就重演成功者的传奇，用
两三步走完先行者数十步、数百步才走完的路。

不得不告诉你们事实的另一面：你们迄今为止所看到的一切



成功者，都只是阳光下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并不是真相的
全部；而你所津津乐道的那些成功人士的戏剧性www．瞬间，
大多是经过媒体放大的结果。

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弄潮儿，所有求学者都呛过咸涩的海水，
都经历过人生的意外打击，也都有过想放弃的时候，都曾有
独立无援、四面楚歌的时候。他们都是平凡的肉身。不同的
是，他们没有被所经受的痛苦摧毁。那些没有能消灭他们的
东西，使得他们更强壮，慢慢地懂得了成长的秘密，懂得了
以一种健康、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人生。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
吧！这也应该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让青春与你的梦想一起奔跑！

思政课堂观看心得篇六

首先，此次疫情对我国造成了重大损失，数万人口死亡，受
疫情影响，我们只能呆在家中，无法正常上学上班，更有许
多医护人员赶往前线，无法在春节与家人团圆甚至染病他乡。
不仅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更有许多人员损失，甚至一度造
成了恐慌，口罩价格被哄抬到天价，各种物资被疯抢，这些
信息就像一块巨石，狠狠压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倍感压抑。

但，在面对疫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并非只有病痛和恐惧，
还有众多医护人员自发前往前线抗击疫情，还有许多社区工
作人员，没日没夜的坚守自己的岗位，甚至为社区居民送菜
送货，保障群众的生活需求，更有“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党的领导。让我们在混乱中感到了
有序，在恐慌中感到安心。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自主抗击疫
情。同时还为世界提供了可借鉴的抗疫经验，中国速度和中
国经验，虽然此次疫情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早就已经将胜
利的旗帜握在了手中。

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在历史



上面对了许许多多的灾难，但却从来没有被打倒，多难兴邦，
每一次的危机，也带来了发展和机遇，这些危机也成就了中
华民族深厚的历史底蕴。因此我们更要不惧灾难，随着时代
的发展，90后00后将成为新时代社会的栋梁，在社会中起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青年人，我们要在灾难中成长，以
爱国主义为导向，主动承担起责任与义务。同时更要从此次
疫情中吸取经验，有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看到潜藏在暗处
的危机，及时预防；在面对灾难时，更要不惧灾难，听从党
和国家的调配，积极投身于社会奉献之中。在灾难过后，及
时总结经验，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把危险变为机
遇，推动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