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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课网络教学优化组织设计模式 

王智慧 1许胜 2李志祥 3  

（1.菏泽学院，山东 菏泽  274000；2.菏泽市胡集镇中心小学，山东 菏泽 274000 ；3.石家庄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03） 

摘要：随着网络教学成为常态化的教学模式，如何提升网络课堂教学质量成为紧迫而重要的课题。特别是高校思政课，更需要

通过多种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进教材、进课堂、

进大学生头脑”。为此，从教学内容优化组织设计的角度，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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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为例，提出了密切联系实际、强化问题导向、

求新求变的教学优化组织设计模式，对教师教学设计具有参考意义，对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理论素

养、激发爱国热情，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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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课堂即运用网络技术手段开展教学工作的知识传播模式。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网络课堂有优势也有不足之处[1]。为提升网

络课堂的教学效果，在教学设计环节应更为注重教学内容的优化，

以新颖、实用、引人入胜的内容来促进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提出了密切联系实际、强化问题导向、求新求变的教学内容

优化方法，对网络课堂中教学内容的设计有较强的参考意义。 

2 教学内容优化组织方法 
2.1 密切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学生们总是希望能通过学习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

实际问题。如何将密切联系实际的思想贯穿到教学全过程呢？要足

够了解学生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包括先前学过的课程、年龄结构

及兴趣特点、将来可能的工作方向等尽可能多的信息；了解学生的

知识储备是为了避免教学设计中所设置的实际问题在学生们已有

的知识储备中已经解决，即要保证你所创设的实际问题一定是学生

们待解决的；了解学生们的年龄结构和兴趣特点是为了在创设实际

问题时更贴近学生们的生活阅历；了解学生们未来可能的工作方向

有助于在联系实际环节设计一些在工作实际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在开始网络授课之前，提前通过问卷的形式了解有多少学生是

使用数据上网，上网的信号问题，上网的费用；有多少学生是使用

wifi 上网的，信号情况，费用的问题；学生上课使用手机、电脑、ipad

情况；以《形势与政策》课为例，在 2 月下旬，开课时，针对当时

学生需要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了解疫情，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

开设了这个专题课《增强必胜信心，发挥制度优势，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通过学习这个专题，同学们对我们的抗击疫情的情

况进行深入了解，我们国家正在全力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国人民、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疫情阻击战

一定能够胜利。现在虽然疫情在全球仍然肆虐，感染的人数仍然在

增加，但是中国的疫情控制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中国的疫情进

入常态化管理。学生们更加会爱我们的祖国，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学生们在实际生活中从自我做起，从戴

口罩、使用公勺公筷、不聚集，关注自己的体温，配合小区出门证

和体温检测等，这些防疫指南，学生们更愿意去遵守，为国家全力

抗议付出应有的责任。虽然这个专题，同学们也会在新闻中有所接

触，但是通过课程着这样的方式进行讲解，更有理论深度，更容易

产生情感的共鸣。在网络授课的过程中，我们会通过问卷、分组的

方式等来联系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的可能是错误的看

法，需要老师正确的引导学生，联系学生的心里状况和知识储备进

行循序渐进的讲解，最终在学生头脑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 

密切联系实际要从教学设计开始贯穿教学全过程。教学设计阶

段要将学科知识联系学生们的生活、学习、未来工作的实际，强化

理论联系实际导向，提出实际问题，设计贴近实际的案例。 

大学生共上一堂思政大课，艾四林、秦宣、王炳林、冯秀军四

位教授，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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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四门必修课教学内容，解读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

部署，分析中国抗疫彰显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显著优势，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故事。是思政课程联系实

际比价好的范例。 

2.2 强化问题导向，创建问题逻辑链条 

常言道：学起于思，思起于疑，疑解于问。思维通常总是开始

于疑问或者问题，开始于惊奇或者疑惑。在教学设计时，要有意识

地运用设问法，精心设问、善于提问，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2]。

一是把握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性，创设环环相扣的问题链条；教学

的目的要让学生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学生把握住零散知识点

之间的逻辑关系，就能更容易地建构知识体系，更深刻地内化于心。

二是紧扣教学重点和难点，创设恰如其分的问题；做事情要抓问题

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教学过程亦是如此，要突出重点、

突破难点。三是把握好教学导入环节，创设引人入胜的问题。古人

作文讲究“凤头豹尾”，重视一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教学同样要

重视教学引入环节，好的引入能在短时间内收敛学生的注意力，成

为决定整堂课效果的关键因素。好的引入可以采用复习过渡导入新

课、直观导入、设疑导入等方式[3]；其中设疑导入是一种操作性强

效果好的导入方式。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教学过程是一种提

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持续不断的活动。”思维永远是从问题开始的。

所以，以认识冲突的方式设疑，以强烈的感情色彩构成悬念是一种

有效的导入方式。教师可以在教学开始，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提

出形式多样、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回忆、联想、预测、或

渗透本课学习的主题。 

在 2020 年 3 月 9 日下午，教育部社科司与人民网联合组织开

展了“全国大学生共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中央财经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的冯秀军教授结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

课，主讲的题目是《中国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她提出在这场关系

中国前途命运的战役之中，我们的青年一代是不是担起了自己的责

任？又是怎样担起自己的青春责任的呢？在冯教授看来，青春其实

就是一个个破茧成蝶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青春是何以破茧成

蝶？青春蝶变它最重要的标志又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保

家卫国这种责任的传承？我们来看两边是生死关头，该怎么办？一

位老父亲甘愿送自己的爱女出征，为的是什么？在我们国家和民族

的历史传承之中，谁是接棒人？展示中国硬核实力的北斗团队，他

们的平均年龄大家知道是多少吗？你们又应该从这场大考之中汲

取怎样的应考经验？等等。在讲授的过程中，冯教授一步步提出问

题解答问题，在解答问题过程中，启发学生思考，与学生的心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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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振。有时是通过启发式回答设下的问题，有时是通过设问的方

式回答布下的问题。最后要学生理解他们的责任与担当是什么？为

什么？这样一节联系实际的课程，通过问题导向的课，让学生们头

脑里豁然开朗，欣然接受这种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秦宣主讲的题目是：疫情大

考告诉我们什么？秦宣教授的主讲的题目就是结合当时的疫情情

况，以问题的形式开始向全国的大学生进行讲授。开始在介绍了疫

情防控的大背景条件下，提出了疫情防控给我们许多启示。那这些

启示是什么呢？就是紧扣主讲的题目：疫情大考告诉了我们什么？

首先，这次疫情的防控告诉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伟

目标，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的斗争。第二告诉我

们，中国共产党是最高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第三，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是完全可以转换为治理效能的。第四。面向未来，必须具有风险

意识，必须通过改革完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提高风险化解能力。 

2.3 优化内容，求新求变 

一切的教学手段都是为教学内容服务的，教学内容的设计和优

化是教学设计的核心。教学内容是否吸引人是决定学生学习过程中

注意力是否集中的主要因素之一。陈旧古板的内容陈述与新颖活泼

的内容陈述将收获截然不同的教学效果。在教学设计之初对教学内

容优化组织、求新求变，将创新贯穿于教学过程，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最终的教学效果。 

一是“陈年老酒用新瓶”；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初等教育，教

学内容都是数百年前甚至千年前的文化或科学成果，这些“陈旧”

的“老酒”要让学生们品尝出“新味”，需要用“新瓶”包装起来；

“新瓶”可以是贴近当前生活的新颖例子，可以是新闻时事热点事

件，可以是视频动画多媒体新颖的表达手段，也可以是幽默诙谐的

表述方式创新。 

疫情期间，初期的口罩等物资的价格的涨幅可以让同学们理解

价值规律表现形式：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当人

们的需求口罩数量多，但是产能还没有上去之后，口罩的价格受供

小于求的影响，必然会价格高；后期随着口罩企业的全力加班加点

生产，一些企业的转产，口罩等防疫物资的价格受供大于求的影响

降了下来，达到一个老百姓基本能接受的价格。虽然这也是再讲价

值规律的表现形式，但我们联系现实生活，用你能现在切实体验到

的例子来解释教学内容，配合着多媒体动画的形式，可以使原有的

教学内容继承的基础上，教学方式的创新，教学内容更易理解，更

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二是时事热点进课堂；将最近发生的时事热点问题与教学内容

相结合，是很好的创新方式[4]。引用时事热点时要注意目的性要明

确，一定要紧扣教学内容，不可脱离教学内容，为引用而引用，同

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时事热点的分析不可面面俱到，要突出与教

学内容相关的点，通过分析和解读这些相关点迅速而自然地引入课

堂内容和主题；除非是时事与政策课，避免在时事热点的分析和解

读上过度纠缠，以免冲淡主体知识的学习。 

在 2020 年 7 月份进如“七上八下”的汛期以来，重庆、湖南、

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在此防汛的关键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压实责任，组织

广大干部群众，采取更有有利有效的措施，全力抢险救援，尽最大

努力保障人民的生财产安全。这样的时事热点新闻，我们可以来引

用讲解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充分反映和顺应

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

历史使命。在这个热点知识的解读，不会偏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

基本原理。 

三是“文似看山不喜平”；教学精力要根据知识点的重要性合

理分配突出重点，不可平均用力；语速和语调要抑扬顿挫缓疾相济，

重点内容要放慢语速，提高语调，必要时可以采用多次重复加深印

象；教学手段多样性，避免单调，例如采用案例教学法，要避免所

有案例都用文字描述，可以结合使用视频、图片、动画等多媒体手

段，体现表达形式的多样性。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的讲授经常需要教学案

例，比如在讲解世界观和人生观，可以引用引发公众强烈关注的

2020 年 7 月 7 日 12 时 12 分，发生的“贵州公交车坠湖”事件。有

业内专家指出，驾驶员的心理健康，对于避免道路伤害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驾驶员需要有积极的心理情绪引导，以提高驾驶员自我

减压能力，维护心理健康，防范驾驶过程中出现过激行为，危及公

共出行安全。我们不能就案例讲案例，在讲案例是结合网络上官方

的视频，图片，公众的代表性言论等手段，加强对“正确对待人生

环境”特别是协调自我身心、协调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这个重点要理解，要会运用。 

3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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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形势与政策”等课程是高校必修思政课程，对青年学生形成

正确的“三观”、提升理论素养、激发爱国热情，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提升网络课堂教学效果，优化组织课程内容尤为重要，采用密

切联系实际、强化问题导向、求新求变等方法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

组织设计，对提升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改善教学效果有参考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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