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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main way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course of thinking politics, students should not only learn systematic 

Marxist theory,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values, world view, but also learn how to make correct choices in 

practice using Marxist knowledge.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quality education, adapt to the training mode of 

college personnel,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ing of thought and politics, cultivat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road self-confidence, institutional self-confidence, theoretical self-confidence,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socialist successors, we must strengthe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thought and politics clas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university's thought and politics course, and puts forward some opinions on 

the reform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the thought and politic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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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的思政教育课程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主要途径，学生在思政课程之中，不仅仅要学习到系统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还要学习到如何在实践之中利用马克思主义知识做出正

确选择。为了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契合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增强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培养出文化自信、道

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努力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必须加强对思政课的实践教

学。本文就高校思政课现状进行讨论，提出一些对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的意见。 

关键词：思政课；实践教学；教学改革 

1.高校思政课现状 

1.1.思政教学观念陈旧,忽视教学形式改革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不断发展，社会上人们普遍存在重智育、轻德育，重

科技、轻人文的思想观念，许多高校对思政课教学的

重视度不高，仅仅靠聘请来的教师在课堂之上进行思

政教育，而不去顺应时代的发展，对思政课进行改革。

有些高校虽按照教育部门的要求进行改革，但只注重

思政课程内容的改革，而不去对思政课教学方式进行

改革。高校中思政课教师一直采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方

式，在课堂之上靠着教师一个人的讲述来对学生灌输

知识，整个课堂就像一个讲座，学生只在教学过程中

扮演听众角色，课堂氛围枯燥乏味，让学生没有学习

的积极性。高校大学生在学习思政课理论知识时，依

靠单纯的讲述不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解，也无法意

识到思政课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

原因便是教师给学生带来的引导不够，教师在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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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的教学观念比较老旧，还是以应试教育的理念来

面对学生进行教学，仅仅以提高学生成绩作为教学目

标，对于国家教育部出台的对于高校加强素质教育的

要求不重视，在长久的教学生涯中始终运用一套办法

教学学生，对于教师来说，这样的教育方式相对来说

比较轻松，只要在开始教学的前期做好课程准备就行，

在课程中途也不会按照学生的现实情况进行课程的

调整，这样的教学方式十分呆板，思政课堂之上，教

师也渐渐在讲台上唱起了“独角戏”，这样十年如一

日的教学方式没有顺应时代的发展，没有对教学进行

改革，也会渐渐被时代和学生所抛弃。 

表 1：教师对思政实践教学重要性认识 

教师对实践教

学重要性认识 
非常重要 重要 不重要 

所占比例 93.24% 5.83% 0.93% 

表 2：教师对思政课实践教学效果的反映 

教师对实

践教学效

果反映 

有明显效

果 

稍微有效

果 
没有效果 

所占比例 24.48% 48.95% 26.57% 

1.2.实践教学对于思政课程来讲有一定难度 

高校思政课知识中包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

基本理论知识，理论知识的学习枯燥无味，思想概念

也比较抽象，这些特点都增强了学生的学习理解难度，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学也不会

有良好的效果。思政课理论知识内容也有些脱离学生

生活实际，学生无法联系实际生活，也就无法对思政

课理论知识进行很好的理解和利用，学生会在内心产

生学习思政课知识无用的心情，对思政课教学认识产

生偏差，丧失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失去了思政课教学

的意义。思政课程的教学实践有一定难度，因为思政

课程中含有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国革命历史、爱

国主义教育等等重要内容，这些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

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其知识内容的实现是在学生的

内心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学生对思政内容的学

习也以理解内涵为主，相对来说实践教学的实现比较

困难，教师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实践。 

1.3.缺乏思政课实践教学场地 

高校的专业课程一般都会有专业的实践基地，但

思政课往往没有相关的实践基地来让教师在思政课

上使用实践教学方式。学校对于思政课不够重视，会

认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没有必要，并且许多高校都存在

着资金不足的问题，高校由于培养技术型人才需要，

通常会将经费用于专业课程之上，而不是建设思政实

践教学场地。在现实校园建设时，学校在开展基地建

设时会遭遇种种困难，审批困难或者对思政课实践基

地设计的困难，都会让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很难有效

建立。思政课如果采用实践教学方式，那么实践教学

基地的缺失会让思政课实践教学难以开展。同时学校

也难以同企业事业形成合作，因为相对于专业课程来

说，思政课程实践无法给企业带来现实利益，企业自

然就对此表示拒绝。教师在实践教学时由于这些种种

原因导致落实单位、商讨费用等步骤难以进行，长此

以往，教师实行实践教学的积极性被强烈打压，学生

也会对思政课实践教学从好奇兴奋转为对实践课的

厌恶。长此以往学校难以保证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际

成效。 

1.4.社会整体环境对学生认知造成影响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因为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

当时的大学生对思政课程比较重视，思政教学水平也

比较高，人们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高涨，社会

呈现出一阵兴兴向荣的朝气。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

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经济发展成为了社会

建设的主要目标，学校之中也出现了对思政教育的忽

视，学生对思政课的积极性也大大降低。社会逐渐变

得浮躁，高校之中与推进经济发展的学科受到学生的

欢迎和学校的重视，而忽略了思政课程的教学。并且

现今网络的发达使得许多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便是各个网络平台，而由于网络发言的匿名性，许多

人在网络上发表的不当言论也会被学生看到，当今学

生面对繁杂的网络信息，缺少内心坚定的信念，便很

容易在这样的网络舆论之下动摇自己的信仰，最后影

响原本的认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时候，

国家更加需要培养热爱国家，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才。社会和学校需要开始重

视思政课教学，培养学生的心理教育，而不只是将经

济发展放在对学生教育的领头位置。企业在聘请人才

时也要注重员工的政治素养和综合素质，带动学校提

升思政课教育的地位。 

2.实践教学优势 

2.1.学习方面 

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关键在于实践

教学，实践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思维能力。

在高校教学之中，无论哪门课程都离不开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便是让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

的能力，从没有实践能力到有实践能力，是知识转化

的从无到有的过程。在实践教学之中，学生利用自己

学会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紧密结合形成了实际的

操作能力，学生只有拥有实际操作的能力，才能在实

践之中发现缺点，及时改进，甚至对其创新，形成新

的理论知识。认识到实践再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的重要内容，人的认识是在实践之下呈螺旋上升

的状态的，如果缺失了实践这一过程，那么人类的认

识就会停滞不前，无法创新。思政课程中增加实践教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15

1941



学，能够给学生带来最直接的冲击，课本上晦涩难懂

的理论知识在现实的演示下变得清晰，学生在实践教

学之中能够很好的理解思政知识中的难点。 

2.2.育人方面 

教书的深层目的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育人。

学生在努力学习课本知识以外，还要主动接触实际，

到生活中实践，认识到课本上所讲述的道德和精神在

生活中的体现，坚定内心的信仰，锻炼自己成为一个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比如学生的浪费现

象，现在许多高校的学生都有浪费的习惯，由于想要

瘦身等等原因，在食堂中吃饭不将自己盘中的食物吃

完，剩下的一大半倒掉，毫无愧疚之心，思政课教师

可以针对这一现象对学生进行教育，不仅仅要在课堂

之上对学生讲述粮食的来之不易，还可以通过带学生

去往田野之间，体验粮食的种植、收割，让学生在劳

动之中切切实实感受到粮食的珍贵，从此以后便会对

粮食抱有一颗敬畏之心。这样的实践教学才是真正有

效的育人教育。 

当今很多家长对孩子教育都是持着宠溺的态度，

许多学生因为家庭的教育，始终没有学会自立自强。

教师要在实践教学之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社会生存能力。教师要

进一步延伸课堂活动，将教育从课堂延伸至课外的实

践教学，发掘学生潜在的能力。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可

以让学生在课程中学会自立自强，将学生培养成为一

个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实践教学之中能够重现经典历史画面，能够给学

生带来最直接的视觉冲击，原本课本上描绘的历史人

物，只有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真实面对，才能深入理解

先人的不易，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铭记历史，以史

为鉴，坚定心中的爱国信念。 

3.将实践教学融入思政课的必要性 

习近平在会议上曾说过：“‘大思政课’我们要善

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

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高校教育必须与实

践相结合，而不能光是教师在讲台之上拿着教材干巴

巴的进行宣读，要把实践教学融入思政课程，让思政

知识变得生动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实践

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才能出真知，实践是认识发展的

动力。只有在思政课上开展实践教学，才能将课本上

的知识实实在在的展现在学生的眼前，学生才能通过

实践提升自己的认识，从而提升自己的能力。自 2006

年开始，高校思政课新课程设置过程中就被要求加强

课堂实践教学，随着近几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

会上对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高校的教育理念也在

外国文化的冲击之下慢慢发生改变，中国的高校教育，

既要尊重传统，也要与国际接轨，为国家与社会培养

实践性人才，在这样的要求之下，思政课也要跟随时

代的发展而改进，高校之中也要对思政课进行实践教

学。思政课缺失了实践教学，思政知识便会成为课堂

之上的一句空话，导致政治理论知识与学生的生活实

践严重脱节。学生在课堂之上感受到的只是老师喋喋

不休的空话和大道理，与现实生活的不搭界，也会使

学生会思政教育缺失兴趣。现如今我国大学思政教育

使我们必须寻求思想政治学科理论与实践运用的契

合点，重视和加强对思政课征的实践性教育模式和教

育途径的探索。 

实践教学改革是提高高校思政教育时效性的基

础。大学思政课程内容较多，理论性较强，但靠教师

在课堂之上的讲述是很难让学生对所有内容进行理

解的，而思政教学就能够提高思政教学的效率，提高

思政知识对学生的说服力，引起学生对思政课程的共

鸣，提高学生对思政课程的积极性，使学生都能够积

极参与到思政教学之中，这样自然而然教师在课堂上

详细讲述的时间就变少了，教学质量也得到了提高。 

同时思政课程中加入实践教学时教育现代化的

必然要求，教育现代化便是要求学校的教育方式在统

一的前提之下还要具备多样性，丰富教学中的活动。

教学必须要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步，注重学生的

实际需要，在这样的时代前提之下，思政实践教学变

成了高校发展中的必然因素。 

4.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方式 

4.1.创新教育理念 

思政课传统的教育方式是教师在课堂之上，对着

学生进行灌输式的教学，将学生作为课堂的听众，而

将教师作为课程的主导者，这种教育理念严重束缚着

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使学生的能力没有发挥的地方，

这种僵化的教育方式就让课堂成为了一个死气沉沉

的地方。教师在教育过程当中应该转变传统的教育理

念，创新教学方式，在课堂之上，把以教师为主转变

为以学生为主，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及教学需求，及

时调整教学进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使用探索

启发式教学、自主讨论式教学等等方式，让学生真正

参与到课堂教学之中，使得教师在课堂之上的身份从

传统的主导者、领导者转化为引导者和帮助者，引导

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扩散，在其中及时纠正学生的错

误观念，潜移默化的转变着学生的思维方式，激发着

学生在课堂之上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教师通过创新教

育理念，可以增强课堂之上师生的互动，使课堂的氛

围变得活跃，提升师生之间的沟通效率，让学生通过

老师对老师的兴趣，增加对思政课程的顺序，从而提

升思政课堂的教学效率。 

4.2.提升教师团队素质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会议中强调：“要遵循思想政

治工作规律，遵守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

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教师在思政实践教学之

中发挥着最重要的教育作用，教师要坚持不断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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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自己的思想政治素养，才能在课堂之上对学生进

行优秀高效率的教学。学校要坚持对思政教师团队的

培养，组织思政教师一同去往有着优秀思政教育的学

校进行沟通、交流和学习，互相学习彼此的长处，取

长补短才能使高校的思政教育氛围变得越来越好。高

校也要及时对违反师德、没有政治素养的教师进行剔

除，不要让一位教师带坏了校园的风气，维护校园内

的思政教育氛围，使得学生能够获得最好的思政教学

体验，提升思政教学质量。 

4.3.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实践教学基地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物质基础。实

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是思政课社会大课堂的“活教材”，

可以让大学生增长认识。学校可以让教师带领着学生

去往实践基地，不同的实践基地可以对应着思政课本

的不同主题，比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传统教育

基地等等，学生可以通过讲解和眼前看到的历史事实，

加深对思政课本上知识的认识。 

政府可以带头某一地区的思政实践基地建设，让

同一地区的许多高校共享实践教学基地资源，避免浪

费。政府带头的实践教学基地也会更加具有权威性，

同时，实践教学基地也可以对外开放，提供给市民参

观学习，让思政课实践教学不仅仅面对高校大学生，

让爱国教育深入人民内心，让孩子从小接受思政教育，

培养优良作风。在进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时，要挖掘

当地的文化教育资源，对当地的历史进行深层探究，

开展紧贴群众生活的社会服务活动，让学生在社会服

务和实践中感受到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魅力。 

同时高校也要在校园建设中增加思政元素，利用

图片、视频、音乐资源，在学校内建设红色主题的实

践教学基地，例如在学校长廊之上张贴中国革命英雄

人物的海报，介绍他们的英勇事迹，在课间时间播放

大家耳熟能详的红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走廊上

放置电视或投影仪，在固定时间播放革命电影，激发

学生的学习和爱国热情，利用真实的文化信息来带动

学生学习思政知识，实现文化育人目标。 

4.4.多渠道多途径开展思政实践教学 

高校要充分利用校内和校外的资源开展实践教

学，在校园内，学校可以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比如

结合思政知识举办辩论赛、讨论会、电影观摩等等活

动吸引学生参加、学习。这些有趣的活动，能够提高

学生参与思政教学的积极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在参

加活动之中，通过有趣生动的方式，不知不觉就能学

习到思政知识，提升思政教学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学

校还可以与博物馆、纪念馆或者社会服务活动联系，

开展参观、访问、志愿服务等活动，拓宽思政实践教

学渠道，对实践教学方法进行创新。通过多渠道多途

径开展思政实践教学，能够让学生在生活与学习的方

方面面都能学习到思政知识，并且是通过轻松愉悦的

方式所获得的，提升了课堂上思政教学的效率。 

高校要开展假期社会实践活动，锻炼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检验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学校安排此种

实践活动，要将其贴合思政课程内容，符合学生的实

际情况。此种暑假、寒假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增强

学生体验社会，参加劳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学

生责任意识。 

结论： 

思政课程使用实践教学方式进行思政教育，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实践教学是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

的重要一环，进一步加强思政课实践教学建设工作是

目前高校必须重视的问题。思政实践教学要顺应时代

发展，进行深入的创新与改革，有效促进思政教育的

高质量、高效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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