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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持续推进的同时，高校思政课教学也进行了较大的创新和变革。主要表现在教材内容、教学方

法和实践教学等方面，其中实践教学方面的堵点和盲点较为突出。为切实解决思政课实践教学难题，A职业技术学院将VR虚

拟仿真融入到思政课实践教学，通过线上发放问卷等形式，从不同角度了解思政课与VR虚拟仿真融合前后的教学效果。研

究发现：VR虚拟仿真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与传统思政课教学相比，其教学效果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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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ard-core”Role of VR Virtual Simulation in Practic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e A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ZHANG Qing-lin
（Anhui Technical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Wuhu 241002，China）

Abstract：As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inues to advance，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also undergone great innovation and reform. I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cont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teaching methods and practice teaching，among which the blocking and blind spots in practice teaching are more
prominen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proble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A College integrated VR
virtual simulation into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the courses，and through online questionnaires and other forms，we understood the
teaching effect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VR virtual simulation from different angles .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eaching effect of VR virtual simulation integrated into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 i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
Key words：VR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actical teaching;“hard-
core”effect

实践教学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

简称“思政课”）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12月出台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

工程实施纲要》中提出，坚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

合，丰富实践教学［1］。注重实践形式的创新，拓展

实践平台。完善支持机制，引导新时代大学生增

强实践能力，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家国情怀。实

践教学之所以关键，主要体现在三大优势。一是

实践教学能够增强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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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学生更加直观、更加深刻的了解历史、国家

和社会；三是培育大学生主动探索问题的能力。

因此，重视实践教学毋庸置疑是高校思政课的内

在需求。

近年来，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成果显著，同

时也取得了良好发展。然而，大学思政课课程内

容多、知识面广，理论性较高，过于注重传统教

学，忽视实践教学，导致理论教学较成熟，而实践

教学相对滞后的现象。同时，学生大多也处于一

种被动的、灌输式学习状态。

一、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难点

（一）缺少严格统一的机制

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虽然设置了相关实践

内容，但从内容到形式上大多处于含糊不清的状

态；如：教学目标设立、教学计划统筹、教学时间

安排、教学内容选定、教学方法运用及教学评估

方法等各方面还没有严格统一的标准与要求。

因此，在思政课实践教学中，操作过程难免不太

规范、有随意性；导致的结果显然是思政课实践

教学仅满足于形式。另外，受传统思维影响，认

为思政课是理论课，学校在思政课实践教学安排

的源头上就受经费、场地、人数、时间等限制。其

中，最大难题就是在思政课实践教学专项资金设

置受限，有限的专项资金难以满足在校大学生参

与实践学习的要求，这显然与思政课实践教学全

覆盖相违背。因此，这些问题是思政课实践教学

难以长期有效开展的根本原因。

（二）思政课教师自身实践经验缺乏

在传统的思政课教学中，教师在教学时大多

习惯依赖教材，专注书本钻研。对学生的真正需

求不能很好的把握，未能将注意力迁移到实践教

学中，将大学生作为知识的接受者，仍然以灌输

式的方式纯粹讲授理论，结果学生因学习内容枯

燥、形式单一、难以调动学习积极性，仅仅被动接

收。因此，思政课教学成了脱离实践，演变成单

向信息传输和填鸭式说教。

（三）实践教学组织困难

实践教学是思政课教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环

节，中华民族的每一次飞跃，每一个里程碑式的

巨大成就，都值得当代青年大学生去学习与铭

记，无论是参观英雄纪念馆还是体验红色革命根

据地。实践教学在组织方法上，无非还是在教师

的带领下，学生参与学习。然而，实践教学的全

覆盖，在组织学生外出不可避免的承担诸多风

险，这就让实践教学难以真正得到实施，导致的

结果是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也容易割

裂思政课教师和大学生之间本可通过实践教学

建立针对性互动的渠道，从而难以引起大学生对

思政课的内在兴趣。

二、VR虚拟仿真在思政课实践教学中的

优势

思政课教师要肩负起引导大学生树立远大

志向，努力为新时代贡献青春力量的重任。高深

的思想性与理论性是高校思政课的固有属性，较

强的实践性更是高校思政课根本落脚点。要创

新课堂教学，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学习体验［2］。坚

持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大课堂”有机融

合。然而，以传统方式组织学生，进行全覆盖的

实践教学，无论是专项经费还是风险因素，无疑

都是难以克服的障碍。2019年出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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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设一批国家级虚拟仿真思政课体验

教学中心”［3］。

VR虚拟仿真技术指基于计算机模拟虚拟场

景的交互式仿真系统，让使用者具有视觉、听觉、

触觉等感知所形成的的虚拟场景。VR技术运用

到思政课实践教学，其最大特点是充分用镜头语

言代替传统叙事的模式，将思政课教学内容融入

虚拟场景之中（具体见图1-2）。有效解决传统实

践教学中经费不足，组织困难等障碍，不仅增加

丰富的教学资源，还提升了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虚拟仿真运用到思政课教学，就是将历史场景、

红色文化资源呈现在学生面前，最大限度

图1 VR虚拟仿真模拟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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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VR虚拟仿真“追寻初心”展厅

（根据自定义线路参观）

拓展教学空间。把历史场景、红色文化资源中蕴

藏的育人元素巧妙地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需要

借助严密的现代科技载体来实现，虚拟现实技术

融入思政课教学能让大学生从多角度对思政理

论知识产生共鸣，将思政课实践育人方式变得更

为高效。

作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师，须牢牢抓住青年大

学生的成长特点。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

具备深厚的专业理论功底，更要具备较强的信息

技术素养，将信息技术与思政课高度融合。运用

丰富的信息资源，将历史事件、现实场景与相关

知识点有机融合，引导大学生更好地学习革命精

神和红色资源，大学生也能从被动接受教育到主

动探索课程，在教学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真正

让思政课从内容到形式全部“活”起来，提升了思

政课教育教学效果（见表1）。

表1 虚拟仿真教学较传统教学的优势所在

维度

教学目标

教学方法

教学方式

教学环境

学习过程

侧重点

传统教学

提升学业成绩

固定单一

以教师讲授为主

课堂

知识接受者

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虚拟仿真教学

提升学习体验，提高学业成绩

虚实结合、多样化

以学生自主探索为主

课堂、虚拟实验平台

知识发现者和共享者

注重学生探索能力的培养，主动探索课程

VR虚拟仿真有效整合了思政课实践教学资

源，有助于增强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实现“认识

—实践—认识”的循环学习，无形中把思政课实

践教学落地、落实、落细。

（一）思政课传统教学方式与信息技术有机

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中心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事关“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当前，我国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以课堂教学为主，实践教学

为辅；尤其是“课程思政”概念的推广，更要求思

想政治教育实现课程、实践全覆盖。传统的实践

教学，一直以来都因“成本高”而遭诟病，制约着

思政课的实践教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中指出：“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

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4］。在新媒

体新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将新媒体新技术运用

到思政课教学领域，不仅是迎合广大青年大学生

对网络思政教育的需求，更是积极探索思政课教

学实践的突破口。

“互联网+”大背景下，推进思政课实践教学

的改革创新，VR虚拟仿真教学同传统教学相比，

在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设置上更为明确、更为丰

富，这也充分彰显了VR虚拟仿真融入思政课实

践教学所呈现的核心要素、强调重点、要求及目

的（具体见表2）。为此，运用VR虚拟仿真技术推

进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改革和创新，实现了信息

技术和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颠覆了传统思政

课实践教学模式，构建了思政课传统教学方式与

信息技术有机融合的立体化教学体系，使采用虚

拟仿真技术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成为传统高校思

政课的有益补充，改变了传统简单粗放堆积视频

的教学方式，使思政课教学效果得到显著提升。

VR虚拟仿真技术可简单理解为把存在于现

实中的事物或构想的事物进行数据化，通过信息

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一系列的操作，实现可视化

人机交互的一种体验方式［5］148。信息技术一直以

来都作为思政课教学的辅助工具，而VR虚拟仿

真技术是借助多媒体技术与科技设备相结合的

方式，能够将“历史再现”，重温红色革命根据地

等，实现即时互动场景。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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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师要主动掌握新媒体

新技术，将新媒体新技术引入思政课课堂。VR

虚拟仿真技术在红色资源开发方面已广泛推广

应用，与传统板书辅助教学，VR虚拟仿真技术具

有明显优势，VR虚拟仿真技术和思政课教学的

碰撞显然也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大势所趋。借

助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平台，将现代信息技术充分

运用到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推进思政课改革创

新，不断增强思政课实践教学成效。VR虚拟仿

真技术有助于开拓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新途径，有

助于创新实践教学的新方法，有助于完善实践教

学的新载体。因此，运用VR虚拟仿真技术是实

现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效果达成的有效路径。

表2 VR虚拟仿真实践教学的核心要素、强调重点、要求及目的

核心要素

特色

内容

技术支持

协同性高

强调重点

思想性

创新性

引领性

原理

仿真度

交互性

好用性、开放性

创新性

持续性

要求及目的

将红色资源、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启发和引导大学生主
动思考问题

信息技术与实践教学有机融合，虚实结合、以虚促实，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拓展与延
伸课堂教学的深度和宽度

以学生学习需求为中心,紧密结合新时代人才培养目标,提高大学生的构想能力,启
发学生的思维,提升学生善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虚拟仿真能清晰描述想要体验的多种场景，运用沉浸性优势激发大学生主动探索
的欲望

历史场景呈现教学要求，学生通过体验快速学习

提供线上学习、答疑互动、测试等服务

场景还原品质高,视、听、触等多感觉的拟真呈现

采用翻转课堂、保障线上线下教学正常有序运行

具有完善的持续建设与更新机制

（二）虚拟仿真的趣味性与思政课的教育性

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6］。高校

思政课普遍存在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课堂上师生交流不够，不少大学生对思政

课的教学内容不感兴趣；又因思政课实践教学

受客观的环境和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难

以长期有效开展，大学生对思政课存在较大的

误区，认为是讲大道理、不接地气等。思政课，

是当今每一位青年大学生的必修课。思想教

育，是当今每一位青年大学生人生必修课。思

政课教师肩负着一项神圣使命，就是要引导新

时代大学生不断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

养。如何让思政课上的生动有趣，如何让大学

生真正喜欢思政课，一直是很多高校思政课教

学的难题。

“虚拟仿真+思政教育”的跨界有机融合，

使思政课教学手段更加丰富。虚拟仿真运用

到思政课实践教学是为了“走进学生内心”，将

直观、形象的视听觉材料实现线上与线下联

动，让大学生感知到在现实中难以真实体验的

事物。“虚拟仿真+思政教育”在思政课实践中

的运用，使课堂生动起来，增强了思政课时代

感与吸引力。虚拟仿真融合到思政课教学，可

以将“历史重演”，借助新媒体新技术的视觉、

听觉、触觉等信息的共同作用，形成全新的教

学模式。对此，以线上二维码链接的形式开展

了虚拟仿真趣味性的调研，问卷主要面向我校

本学期上的《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

策》三门课的学生（主要面向大一学生和大二

学生），填写有效问卷人数2315人，占发放问卷

97.62%，问卷采用的是无记名方式发放（具体

见表3），从学生反馈的数据分析可知，虚拟仿

真能有效克服传统思政课教学中学生对思政

课兴趣较低的难题。虚拟仿真的“无中生有”

能带给大学生更形象直观的多重感官刺激，促

使大学生主动探寻历史，在历史中吸取营养，

潜移默化地激发他们对思政课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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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VR虚拟仿真实践教学的趣味性

对象选项

大一学生

大二学生

人数

1161人

1154人

非常有趣

93.23%

85.23%

有趣

3.26%

8.12%

一般

2.12%

4.21%

不感兴趣

1.39%

2.24%

注：有效问卷人数2315人（占发放问卷97.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培养人才的目标就

是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等学

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如

何能引导新时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是价值多元化时代的新任务和新挑

战。传统的教学方式仍以灌输式为主、思政课教

材内容理论性高、对学生的考核评价方式仍千篇

一律等，因此，思政课在教学过程中面临障碍是

难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即如何让多数学生

参与，如何让多数学生真正爱上思政课，如何让

学生有获得感等。虚拟仿真的趣味性与思政课

的教育性相结合，充分发挥新媒体新技术在思政

课教学中的渗透与扩散，以学生为中心，将思政

课的教学内容有目的、有计划、巧妙地融入虚拟

仿真教学中，运用沉浸式的优势激发大学生主动

探索欲望，进而引导大学生主动学习。对此，以

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了教学效果评估调研，设

计的项目大概有学习方式、知识掌握程度、兴趣

等方面，设置的标准为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

三个级别。共发放2320份问卷，回收2284份（占

总发放问卷98.45%），问卷采用的是无记名方式

发放（具体见表4和表5）。由表4可知，在传统课

堂教学中，69.59%的大学生对该教学模式持满意

态度，由表5可知，虚拟仿真应用到思政课实践教

学中，97.21%大学生对该教学模式持满意态度，

满意度增加27.62%。为此，在继承传统思政课教

学模式优点的同时，也要努力解决思政课吸引力

这个瓶颈问题；与此同时，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

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掌握理论知

识的本领、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等。综合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手段，建立思政课微

课资源库，让理论性较强的教材语言转化为青年

大学生喜欢的、关心的教学语言，并运用信息技

术实现人机交互的方式呈现出来。把单向传递

变为双向互动，把主要用“心”学习转化为“身心”

并用，增强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成效。思政课教师

要解决的问题无非是吸引大学生真正参与进来，

让思政课教学入耳入脑入心，并启发和引导大学

生主动去思考。
表4 传统课堂教学的效果评价

项目

教学模式总体感受

提高自主学习性

激发学习兴趣

促进理论知识掌握

增强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较满意
（%）

50.23

21.36

65.32

35.62

26.15

一般满意
（%）

19.36

56.23

21.34

41.30

33.26

不满意
（%）

30.41

22.41

13.34

23.08

40.59

表5 虚拟仿真应用到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效果评价

项目

教学模式总体感受

提高自主学习性

激发学习兴趣

促进理论知识掌握

增强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较满意
（%）

70.83

44.44

90.28

66.67

52.78

一般满意
（%）

26.38

48.61

5.51

30.00

43.06

不满意
（%）

2.79

6.95

4.21

3.33

4.16

虚拟仿真技术能够给思政课教学提供形象

直观的教学素材，使思政课教学手段更加丰富多

彩。大学生可在虚拟仿真的场景中体验教学素

材，如：红色革命根据地、英雄纪念馆、历史事件

展馆等，让大学生通过教师演示而参与到教学中

来，这样的思政课教学带给大学生的是“身临其

境”的体验，真正调动了大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

性。虚拟仿真技术具备现代感、技术感、沉浸感，

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思政课深度融合。

虚拟仿真的趣味性与思政课的教育性相结合，是

确保虚拟仿真技术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有效应

用的保障，让思政课实践教学真正鲜活起来，深

化了思政教育的现实感染力。

（三）VR虚拟仿真搭建由“真知”到“践行”之

桥梁

2018年4月印发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明确提出：“从本科思想

政治理论课现有学分中划出2个学分、从专科思

想政治理论课现有学分中划出1个学分，开展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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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7］上好思政课，不能仅

仅依靠课堂，还要紧密结合历史发展和现实生

活。如：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A

校在课堂上引导大学生感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

初的艰辛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改革、建设过

程中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责任与担当。而生在

和平年代的现实生活中，大学生如何弘扬革命先

烈的宝贵精神，并融入到当下的学习和生活中，

甚至将来的实际工作中，这都需要通过体验才会

有更深刻的理解。把思政课的教材内容和红色

资源紧密结合在一起，让大学生人耳目一新、印

象深刻，方可达到“深度理解情感接受内化于心”

的教学效果。面对思政课实践教学存在诸多难

点和困境，通过研发的VR虚拟仿真教学台，构建

契合新时代要求的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立足构

建“以虚促实、虚实融合”的教学模式，搭建大学

生对思政课由“真知”到“践行”之桥梁。

马克思曾提到：“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

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

合理的解决。”［8］思政课利用新媒体新技术，通过

VR虚拟仿真技术实现思政课的实践教学，这种

“以虚促实、虚实融合”的新型模式迎合了青年

大学生个性化需求。对此，面向我校专兼职思

政课教师设计了学生课堂表现情况问卷，具体

项目为学生上课抬头率和师生互动率，共发放

46份问卷（涉及学生总数为2086人），有效回收

问卷44份，占总发放问卷的95.65%（具体见表

6）。由数据分析得知，虚拟仿真教学课堂学生

抬头率达98.76%，较传统课堂高27.53%；虚拟仿

真 师 生 互 动 率 为 78.32% ，较 传 统 课 堂 高

54.91%。通过数据分析，虚拟仿真实践体验，刺

激大学生的学习动机，能潜移默化地激发大学

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大学生通过VR虚拟仿

真平台，沉浸式感知历史事件，红色资源、革命

故事、英雄事迹等。通过内化为自身品质，进而

外化为实际行动。如：VR虚拟仿真系统中“百

万雄师过大江，势如破竹谁敢挡”的情景体验，

让学生体验划船、用步枪射击对岸敌人、若干名

战士继续划船驶向对岸，在附近的掩体下与敌

人战斗等，让大学生充分学习不畏艰险的渡江

精神，这是传统思政课堂或现场实践教学难以

实现的。使他们在切身体验中达到教学效果，

激发了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意识。善于将思

政课程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学习、工作

中，用理论指导实践，真正实现思政课“显性育

人”和“隐性育人”同向同行，高度统一。
表6 传统课堂与虚拟仿真实践教学课堂表现

项目

传统思政课堂

虚拟仿真思政课实践
教学课堂

学生上课抬头率

71.23%

98.76%

师生互动率

23.41%

78.32%

注：有效问卷涉及学生人数为2086人

在思政课教学中，每位教师都应该讲好中国

故事，用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打动学生、感染学

生。受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单向灌输式教学难

以实现“学理性”和“真实性”相统一。通过VR虚

拟仿真技术与思政课教学有机融合，能够呈现思

政课的“真实感”，将学生带入历史中，如：教师在

讲授长征不易、诉说红军伟大时，学生难以体会，

VR虚拟仿真能让学生坐在教室就能切身体验到

长征途中迎面而来的风雪。这种“身临其境”能

带给大学生极大的震撼，同时容易获得满满的正

能量。这实现了思政课教材上的理论转变成可

触、可感、可玩的，能够全方位体验的“真实感”［9］。

VR虚拟仿真创设了新的思政育人方式，可

将思政课变得更为有吸引力的体验式模拟。“思

政+高技术”的创新，实现了思政由教师为中心向

学生为中心的转变，让学生自觉感受知识所蕴含

的育人道理，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增强教学实

效性。充分利用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结合思政

课内容特点，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的思政元

素。使用通俗易懂的教学语言、贴近大学生实

际，借助VR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平台，以大学生为

主体，把与思政课教学内容有关的红色文化资源

转化成教学体验场景，采用“历史再现”的方式，

大学生通过操作计算机，以实时互动的方式，直

观形象的在VR虚拟环境中体验；教师引导大学

生带着问题去体验历史中的人和事，如：观摩革

命遗址、感悟先进事迹、体验中国共产党人的艰

苦岁月等。用更直观的方式体验中华民族的巨

大飞跃，激发青年大学生奋斗的激情。

这种“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个性化、合作化教

学模式，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研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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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创新能力，让思政教育更为智能化、数字化、

信息化，极大地增强了思政课教学方法的实践育

人的实时互动性。虚拟仿真教学内容丰富，过程

自由可逆，操作简便有趣［10］，能够使大学生由“要

我学”转化为“我要学”；从“被动听”转化为“主动

学”，从传统的单纯“依赖教材”转化为“教材为

本”，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获得感，提升思政课的

感染力和吸引力。虚拟仿真技术应用到高校思

政课实践教学，将思政课从传统课堂教学延伸到

课外，对增强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厚度，也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结语

VR虚拟仿真技术应用到高校思政课实践教

学中，可将抽象的红色文化资源通过建模的方式

具象化，有助于帮助大学生理解教材知识点、有

助于开拓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新途径、有助于思政

课教师打破传统的教学瓶颈，有助于将高校思政

课的实践教学落到实处。VR虚拟仿真在思政课

实践教学中的运用，推动了思政课的改革与创

新。将传统的教师授课转化为学生体验式学习

过程，学生可以沉浸式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场景

中，获得较好的体验感。VR虚拟仿真技术与思

政课教学有机融合，思政课教师可将“最难讲”变

成“最精彩”，将“纸上谈”变成“实践行”。学生在

VR虚拟仿真情境中由“真知”到“践行”进行转

化，在模拟真实环境中让学生“身临其境”。将

教、学、做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让学生

成为课堂的“主角”，实现课堂教学翻转，实现寓

学于思和寓思于练，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积极

性，解决实践教学和课堂教学协同共建，切实提

高思政课教学质量。

VR虚拟仿真技术与思政课教学深度融合，

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灌输式教学，还增强了大学生

主动思考问题的本领。VR虚拟仿真技术在高校

思政课教学中发挥着“硬核”作用，巧妙地将教学

“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助力高校思

政课信息化，推动思政实践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从书本理论到虚拟仿真体验的“一体化”教学，让

学生在体验中感知红色文化资源的魅力与力量，

不仅能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还能增加

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获得感，对引导学生树立高远

志向，努力为新时代贡献青春力量具有现实意义

与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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