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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cial importance of their courses, and to make great efforts to 

build a "four-degree" class with high level, depth, temperature and effectiveness, constantly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theoretical and affin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targeted, truly make it become a life-long benefit to students, life-long 

unforgettable qualit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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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推进新时代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学改革创新，要深刻认识其课程的特殊重要性，在打造有高度、有深度、有温

度、有效度的“四度”课堂上下功夫，不断提升课堂教学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真正使其成为

学生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质课程。 

关键词：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教学改革 

 

1.前言 

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其

质量高低不仅影响个人的成长成才，还显著影响着国

家整体人才培养水平，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科技创新等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建设进一步规范，教师队伍教学能

力不断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明显改善，学生获得感不

断增强。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课程教学

中仍一定程度存在学生到课率低、课堂亲和力差，教

师“单打独斗”、教学陷于“孤岛化”窘境，培养人文

素养与专业素质协同性弱等问题。由此，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教学改革必须强化问题导向，弘扬改革创新精

神，扭住短板破解难题，不断加强课程教学的思想性、

理论性，提升其亲和力、针对性，真正使其成为学生

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金课”。本文以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意义，

科学探究了当前人文社会科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并针对性地探讨了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课堂教

学改革创新的思路与对策。 

2.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意义 

2.1 课堂教学改革是提升人文社会科学学习
效果的必然要求 

人文社会科学从定义上解释，它是人文科学和社

会科学的总称，是有关于人类的思想、认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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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现象、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学科，主要研究

和阐释人类文化、人类关系，以及各种社会现象及其

发展规律。人文社会科学主要通过一定的思想理论和

技术方法，对现有的人类关系、人类活动和社会现象

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归纳，最终发

现和解释其内在本质、逻辑关系和发展趋势，从而为

有效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提供合理化的建

议。综上可见，人文社会科学是与社会现象、人类关

系、人类活动、人类文化以及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的，

如果脱离了社会实际，课程教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

义。因此，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课堂教学改革

是人才培养和学科教育教学的必然要求。 

2.2 课堂教学改革是促进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的有效举措 

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的课堂教学主要是以教师的

理论说教和学生的被动学习相结合的传统教学模式

为主，与之相比较，思想性与理论性相融合、亲和力

与针对性相促进、理论学习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培养

人文素养与专业素质相协同，显然是一种更为高效的

学习方式。重视课堂教学改革，实际上就是为学生提

供从多个角度进行理论知识学习的机会。通过课程教

学内容和形式的改革创新，学生能够对所学习的理论

观点和知识技能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理解和掌握。比

如，学生能够灵活应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技能，解决现

实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从而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

掌握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课程教学在思想性、理论

性、亲和力、针对性等方面的增强，不仅能够让学生

的学习过程更加丰富，还能在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同

时，增强学习和掌握理论知识的效率和效果。浓厚的

学习兴趣能够积极调动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

进一步提高学习效率。 

2.3 课堂教学改革是激发教师教研探索精神
的重要途径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队伍中，确有部分教师缺

乏课堂探索精神，教学中存在依纲靠本、照猫画虎、

得过且过的现象。探索是良好教育的当然要素：探索

意味着探索者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意味着探索者

的大胆尝试、追求卓越，意味着探索者经验的开放性

和工作中丰富的动机。教师成为研究者，不仅要研究

教学的内容，做课程的开发者，同时要探索有效教学

的策略，探索如何创设情境和氛围，如何设计教学的

活动，如何搭建师生、生生之间交流的平台，如何构

筑研究性学习的支持系统，如何评价学习的效果等等，

因为探索使得课堂多一份灵动与飞扬，多一些朝气与

活力。教师的探索精神影响、引领和激励着学生的探

索欲望，课堂生活因为探索而变得悬念迭起、趣味无

穷，变得开放、幽深、鲜活和魅力十足，因为师生的

共同探索，而享有着更高品质的学校生活。 

 

 

3.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课堂教学的现状分析 

3.1 注重“作料”，疏于“入味”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课堂教学始终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体现了“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根本属

性。但是，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政治性并非孤立存在

的，政治性犹如“作料”，而思想性犹如“食物”，只

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恰当搭配、紧密渗透在一起才能

达到理想的育人效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好的思想政治工作

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

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然而，当前教学实践中，

一些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教学陷入“低水平重

复”，教师成为“照着讲”的“复读机”，理论讲授仅

限于“是什么”“有何意义”，学生只“知其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 

3.2 注重“树冠”，疏于“树根”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内容体系犹如一棵大

树，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其树梢和树冠，更要探究

其树干和树根。比如，很多教师在论证观点时习惯于

使用举例说明、现身说法的方式，这种形象化的教学

方式是增强理论讲授说服力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要

条件。在阐述理论时，往往只是一鳞半爪、一知半解，

仅仅停留在经验、感受、情感的层面，学理分析不够

透彻，思想理论不够彻底，思维引导不够科学，从而

无法真正回应学生、说服学生、引导学生，使得课程

教学未能实现思想性与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与知识

性相统一。 

3.3 注重“传其道”,疏于“亲其生”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达到理想育人效果的前提。对

学生而言,“亲其师则信其道”,而对于教师而言,就

是“亲其生则传其道”。人文社会科学中大部分课程

是面向高校各专业学生的基础课和公共课,由于课程

的特殊性,师生配比基数一般都比较大,往往采取“大

班授课”的模式,这就导致很多课程在师生关系和情

感互动上区别于小班教学的专业课。理论传授的“高

冷”加上现实生活中师生主动或者被动的“失联”,导

致教师难以准确把握学生的学习、思维和生活实

际,“亲其生”不够,使得课程教学的实效性大打折

扣。同时,学生与教师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缺乏亲近感，

这种情感距离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课程的接

受度和获得感。 

3.4 注重“覆盖面”,疏于“精准度” 

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课教学注重及时跟

踪创新理论发展步伐，积极推进社会科学理论前沿

“系统进教材、生动进课堂、扎实进头脑”,理论教学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86

1023



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但是,由于缺乏问题导向,有

些时候无法找出针对面和关切点实施教学,因此,在

解答学生真实困惑、回应学生现实关切、满足学生成

长需求的精细化和精准度上，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教学实践中，一定程度上还存

在理论讲授照本宣科、人云亦云，答疑释惑语焉不详、

浅尝辄止等现象，使教学仅仅停留在理论宣讲和观点

阐述上，无法深入到现实问题和思想的层面，无法回

应学生的现实关切和深层疑惑。 

4.推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课堂教学改革创新

的思考 

推进新时代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课堂教学改革创

新,要着力提升其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努力打造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有效度的“四度”

课堂，真正使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成为学生真心喜爱、

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质课程。 

4.1 要“言之有物”,让课堂更有“高度” 

理论性是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本质属性,而思想

性是其首位要求,只有将二者有机融合、紧密渗透,才

能让人文社会科学课堂教学真正做到“言之有物”,

实现“用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

量引导学生”。为此,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努力:一方

面要拓宽视野。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教师“视野要广,

要有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通过生动、深

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

通过深入研究教学内容拓宽视野,教师就可以变“照

本宣科”为“融会贯通”“精辟讲解”,就可以变教导

学生“知其然”为引导学生“知其所以然”，就可以

在讲清楚“是什么”“有何意义”的基础上讲明白“为

什么”和“怎么样”,就可以在古今中外,应然实然比

较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引出科学的结论。另一方面要

教研相长。围绕教学内容开展深入踏实的科研工作,

是避免人文社会科学课堂教学沦为“低水平重复”,

增强其思想性的必要途径。只有树立“教研相长”的

意识在深入研究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讲出思想性,以科

学研究的标准保证课堂教学的质量,变“空洞无物”

为“言之有物”,才能真正提升学生课堂教学的获得

感。 

4.2 要“鞭辟入里”,让课堂更有“深度” 

马克思曾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性是增强人文社会

科学课堂教学说服力的必然要求。理想信念的坚定离

不开对科学理论的认同,信仰之基须由深厚的学理来

筑牢。而真正的说服力来自于理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一要把握理论讲授的科学性。教学过程中,不能仅仅

采用“观点+事例”的方式说明问题,而要从思维抽

象的角度深刻解析问题。如,讲授我国改革开放所取

得的伟大成就,不能只是以单纯举例的方式展现成就,

还要从制度机理的角度讲清产生伟大成就的原因。二

要把握理论讲授的系统性。具体而言:讲授历史史实,

要讲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讲授政策法规,要讲清楚

条文规定、背景实质和实施重难点；讲授理论原则,

要讲清楚其最终样态、来龙去脉和时代内涵。如，讲

授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就要讲清楚“政治工作

是军队生命线”的科学内涵，讲清楚这一论断提出的

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讲清楚“政治工作是军队生命

线”论断在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时代的时代内涵。

只有在讲授过程中对教学内容做到深刻而系统的阐

述,才能变“蜻蜓点水”为“鞭辟入里”,让人文社

会科学的课堂更有内涵、更有深度。 

4.3 要“面目可亲”,让课堂更有“温度” 

人文社会科学的课堂既要有思想的高度、理论的

深度,还要有情感的温度,正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

道”“亲其生,才能传其道”。亲和力让人文社会科

学的课堂有了“温度”,所以才能播撒下真善美的种

子,温暖人性、启迪人心、指引方向。 

增强教学的亲和力,一要强化师生平等意识。教

师与学生角色不同、职责不同，但人格尊严和社会地

位是平等的。要坚持“教学相长”的理念和“师生相

友”的做法，一方面充分尊重和保护学生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关注学生的接受程度和反馈意见，

真诚地向学生学习借鉴；另一方面要加强师生互动交

流，了解学生的真实困惑,回应学生的现实关切,用教

师的人格魅力让课堂变得更加可亲。二要调整话语体

系。善于运用大众话语、网络语言,把理论话语、学术

话语转化为通俗、亲切的表达,对理论内容进行通俗

的阐释和生动的表述。近些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

贺词中妙语连珠地使用了“撸起袖子加油干”“天上

不会掉馅饼”“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等网络热

语，这些语句文风朴实、娓娓道来、深入人心、情真

意切,令人印象深刻。这种“接地气”的话语方式,在

人文社会科学的课堂教学中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要

让学生接受教学内容背后支撑的理论观点和价值观

念，首先得让他们接受课堂教学的表达方式。放下理

论讲授“高大上”的身段,人文社会科学的课堂在教

学形式上才能更有说服力。三要增强教学互动。实践

教学是理论教学在课堂之外的延伸、拓展和升华, 使

学生在实践体验感知中完成自我知识建构，培养其知

识迁移及应用能力。在教学中创设理论联系实际的情

景,广泛运用研讨交流、互动问答、课堂辩论、线上互

动、线下体验等形式,促进学生通过汲取理论养分、

感悟实践历练,增强对人文社会科学课堂教学的亲近

感和趋同感。 

4.4 要“有的放矢”,让课堂更有“效度” 

针对性是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实现的落脚点,

是人文社会科学课堂教学的生命力所在。缺失明确的

指向性即针对性,人文社会科学的课堂教学将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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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就有迷失方向、落后

于时代的危险。 

增强针对性，关键要强化问题导向，找准针对面

和关切点实施教学，在“大水漫灌”的同时强化“精

准滴灌”。一要针对学生困惑“推陈出新”。优质的课

堂必须要解决学生的疑惑。对于学生的现实困惑,教

学中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而应该直面问题、认

真剖析,通过互动交流、研讨启发、案例分析、情景体

验等形式，进行学理上的科学分析与精准阐释。课堂

上，学生提出了“公有制和私有制比较起来，似乎私

有制效率更高啊？”针对学生的这一疑惑，作为教师

可以首先提出“私有制真的效率更高吗？”“人类文

明发展的最终走向是贫富悬殊？还是共同富

裕？”“私有制能够让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吗？”等

一系列问题，通过问题导向，进行详细剖析讲解，让

学生逐渐认识到私有制的本质矛盾和根本缺陷，了解

盲目照搬西方私有化给部分国家带来的灾难，以此让

学生产生“推陈出新”后的获得感。二要针对思想误

区“破立结合”。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教学“要坚持建

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的原则，即教学过程中不仅要

“立”,而且要“破”,不仅要及时跟进理论创新发展

步伐,而且要敢于批驳错误观点和思潮。如，在讲解

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时，融入对“质疑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思潮的批驳，帮助学生纠正错

误观点，澄清模糊认识。三要针对育人需求“有的放

矢”。立德树人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培养目标的中心

环节,要围绕学生成长成才需求,建立增长知识、提升

能力、培塑情感、引领价值的教学目标体系,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增强学生对人文社会科学

的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让课程教学对于

人才培养更加“切实管用”。 

5.结论 

高等教育的质量效果关系到整个民族、国家和社

会的发展进步，高校的课堂教学质量关系到人才培养

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自明。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课程是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

人才的基础性课程,关键性课程。提升人文社会科学

课程教学的实效性，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而

是需要厚积薄发、与时俱进、不懈努力的。着力打造

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有效度的“四度”课堂，

是提升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有效着力点。只

有充满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的内容,才能让课程本身

充满温度和热度,才能让学生感受亲和力、增强获得

感,才能持续、长久地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教

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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