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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背景下专题教学模式之构建 
——以“概论”课为例

张颖娟

（六盘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六盘水 553000）

【摘 要】 专题教学在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被广泛运用，构建专题教学要厘清“讲什么”“谁来讲”“怎么
讲”三个问题，通过科学设计专题内容、建设专业化教学团队、促进教学方法改革，不断提高“概论”课
专题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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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听得索然无味，毫无兴趣。这样的教学方式忽视的教

学的中心——学生。教学更应该关注的是学生学到了什

么。而专题教学把学生的关注点和困惑点渗透到专题的

设计中，以问题为教学展开的逻辑，改变过去思政课结

论先行的做法，通过精细化的问题设计，引导学生自主

思考，自己得出结论，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3]。这样

的教学方式让教师在“教”与“学”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

2  构建“概论”课专题教学应注意处理好的问题

2.1 厘清“概论”课与其他思政课之间的逻辑
关系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
文件的要求 [4]，高校思政课设置为四门，即“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从总体上看，四门课程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的整体，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教材编写的基础，都

有共同的教学总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就每门课程而

言，都有指定的教材作为教学基本规范，教学内容各

有侧重。“基础”课侧重解决学生思想实际与成长中的

困惑问题，“纲要”课侧重从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中解

决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认识问题，“原

理”课侧重解决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问题，“概

论”课侧重解决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选

择的认同问题。因此，构建“概论”课专题教学，既要

有整体的宏观视野，又要依据对课程特性的把握，准

确定位课程专题与课程总目标的逻辑支撑关系，从而

确定专题的内容。为此，专题的设置要体现整体性、 
逻辑性。

2.2 课程目标要体现国家意志与学生需求的统一
教学改革是目的而非手段，任何脱离课程目标的改

革都是失败的，教学形式的创新最终要服务于课程目标

的实现。思政课的课程性质决定了其课程目标必须要体

现国家意志性，即国家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

人。同时，课堂教学又必须要回应学生的需求，如何在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课程，旨在帮助大学生系统

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

精神实质及历史地位，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 [1]。为达成课程教学目标，

提高课程教学实效性，各高校积极探索思政课教育教学

模式创新，在众多教学模式中，专题教学模式以其教学

理念的创新性、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教学方法的灵活性

受到越来越多高校思政课教师的青睐。

1  专题教学的内涵及优势

1.1 内涵
所谓专题教学，即通过打破按教材原有章节顺序授

课的方式，根据课程教学大纲、教学目标的要求，结合

教材内容、学生思想实际、时政热点、社会现实和学科

前沿，重构课程教学内容、设置若干既相互联系又相对

独立的教学专题来确定教学方案的一种教学模式 [2]。

1.2 优势
1.2.1 有利于实现从教材体系到教学体系再到学

生信仰体系的转化

思政课的终极价值在于育人，思政课教师的使命在

于通过教学坚定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四个自信”，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传统“概论”课的教学

呈现形式更注重知识体系的逻辑展开，教师呈现教材的

观点和结论。但教材逻辑并不等同于教学逻辑，教学必

须遵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特点，专题教学以学生关注的

社会热点问题为教学的逻辑起点，教师通过设疑、答疑

澄清理论。在解学生思想之惑的同时，启迪思想，触及

灵魂。

1.2.2 有利于实现课堂教学从“以教为中心”向

“以学为中心”的转变

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当代教育教学理念

的转变，要求教师角色随之变化，即从讲授知识的权威

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路人。传统的课堂为实现教学的

逻辑连贯性和知识讲授的全面系统性，更关注教师的教，

即教师教了什么，教师讲得兴致勃勃、眉飞色舞，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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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使课程目标体现国家意志与学

生需求的统一，既要实现“概论”课的教学目标，又要

关注大学生对课程教学的诉求，既要回应大学生对于社

会热点现象的关注与困惑，又不能完全被学生牵着鼻子

走。为此，专题的设计必须体现科学性，紧跟时代性。

3  构建“概论”课专题教学模式之思考

3.1 科学设计专题内容——讲什么
专题设计科学与否是能否顺利开展专题教学的关键

所在。因此，专题的设计必须要注意以下几点：

3.1.1 体现课程逻辑

每个专题的侧重点不同，具有相对独立的教学内容

和教学目标。从课程的整体性看，各专题之间相互联系，

共同指向同一教学总目标。因此，专题的设计既要紧扣

专题特性明确专题内容，又要将专题的设计纳入课程的

整体框架中，在服务教学总目标的同时发挥专题之间的

合力效应 [5]。

3.1.2 围绕教学目标

专题的确定既要体现教材的指导思想，把握教材的

精髓，又要结合学生的需求把学生的关注点和困惑点渗

透到专题中，做出符合教学目标的设计。

3.1.3 紧跟时代步伐

时政性是“概论”课教学内容的突出特征，这必然

要求“概论”课教学内容要及时体现党的理论创新的最

新成果，因此，专题教学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把党的理

论创新成果融入专题内容之中，使专题教学与党的理论

发展步伐一致。

3.2 建设专业化教学团队——谁来讲
建设专业化教学团队是专题教学的关键环节和有力

保障。设计再完美的专题也要由具体的人来实施教学，

教师讲得怎么样直接关系专题教学的成败，因此，将教

师队伍建设纳入专题教学模式建设中，打造一支专业化

的教学团队是实现专题教学的有利保障。

众所周知，思政课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教师学

科背景复杂是许多高校普遍面临的问题，单一专业背景

的教师要想将一门课程全部内容讲解透彻是很难的，相

较于其他思想课，“概论”课内容更加丰富，涉及政治

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涵盖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内政、外交、国防、党建等改革发

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要讲出高度、深度和广度

更是难上加难。而专题教学能有效整合教学资源，突出

教师学科背景和科研优势，使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强。

具体而言，要做到：

3.2.1 根据教师学科方向建设专业的课程教学

团队

根据教学促进科研，科研反哺教学的方针，结合教

师的学科背景和科研方向统筹协调各专题的教师配备，

以形成结构合理的专业课程教学团队，并通过制度建设

保障课程教学团队的有效运行。

3.2.2 夯实集体备课

“概论”课内容涉及面广，要求教师拥有扎实的理论

功底和强大的知识储备。集体备课可以根据教师的知识

储备和专业特长确定负责的专题。教研活动中，针对具

体专题，负责专题内容的教师围绕讲什么、怎么讲逐一

说课，团队成员群策群力、集中集体智慧，打磨专题内

容，提高备课质量。

3.3 促进教学方法改革——怎么讲
促进教学方法改革是专题教学的落脚点。专题教学

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概论”课的课堂实效性，如果专题

教学不能结合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课堂难免再次

陷入“满堂灌”“一言堂”的困境。要让课堂“活起来”，

让思政课“进学生头脑”，专题教学必须与创新教学方法

同时进行，在专题教学中灵活运用案例、讨论、视频、

情景等多种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社会责

任感，使学生在勤学、乐学、善思中把握理论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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