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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效性的提升途径研究 
——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 

蒋姗姗 1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浙江嘉兴   314000）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传达党政方针、政策的重要传播途径。随着高校思政课程不断改革，如何让学生学会融会贯通、

学以致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效性问题日益凸显。本文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毛概》）

为例，分析高校思政课教学时效性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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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校思政教学时效现状 
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接触诸多信息。

从“拔节孕穗期”的青少年到思想意识不断成熟的青年大学生，信

息的来源、思考、消化到应用，需要思政教学积极引导。若青少年

时期的思政教学注重在心灵深处埋下真善美的种子，那么高校思政

课更应该注重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的同时，教会他们掌握思政“思维”，面对各种接踵

而至的复杂问题，学会客观、全面的分析问题直到解决问题。大学

生们依然是课业繁多、又要面对很多书本外知识累积的群体，从笔

者去年所教授《毛概》课程看，有 2 个突出现象。 

1 是大学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普遍单一，比如对于所读《娱乐

至死》的读后感，80%的本班学生只从本书内容进行分析。所谓经

典，其实是它的社会价值。他们会从百度、知乎等一些网络平台参

考一些看法，但对于应该谈论的时代价值及自我的思考，却寥寥数

语。2 是大学生依然是年轻、成长中的青年群体，面对问题的出现，

由于无法对哲学、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有丰富的认知，并不能把问

题科学、客观评价或看待。当巴黎圣母院火灾事故发生后，主流媒

体报道及相关搜索前 10 多与此事有关。它的历史、世界各方对此

态度、中国领导人及民众反应等信息是十分零散的，但可以从历史、

哲学、文化交流等多方面进行信息整合，而不是简单在朋友圈或微

博发声了事。 

2、高校思政课堂如何利用好时效性 
2016 年 12 月 7 至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根本在于做人的工作，为谁培养

人、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2018 年 5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国高校师生中引热议。从五

四运动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人才到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培养，从对高校、教师队伍的要求到与青年学子的对话，无不

代表了党中央、国家对青年的殷殷期望。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我

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2 

我们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研究

体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有不断增强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些都为

思政课建设提供了理论到实践的支持。集中到课堂来看，比如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首先如何让学生们理解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发

展的新动能。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一带一路”是否有联系。

最后启发学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全球经济发展有何积极影响。思

政课堂与教师的作用是利用好这个讲台，带领青年学生打好思想成

长的基础，培养他们宽广的视野及造福人类的精神。 

网络时代赋予高校思政课教学时效性的要求更加明显。具体有

以下 3 各方面的考量：1 是培养大学生关注实事动态，学会理性分

析和思考的能力。2 是看待问题时，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地位，要深知中华民族背靠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有共

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多年来的奋斗积淀，都是国家发展的内生力量。

3 是即将迎来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学生应牢固青年一代肩上

使命的意识，学会思考，重在行动。 

3、提升高校思政理论课时效性的对策 

首先，利用好网络平台，真正了解大学生。思政课“抬头率”

不高有个重要原因是任课教师不一定了解他们心中所想，学生也不

了解思政课的内在美，导致不能完全融入课堂。知乎上都有什么？

IG 赢了为什么那么兴奋？只有了解他们才能融进他们的心理，才易

与他们产生共鸣，从而循循善诱。 

其次，读原著、学理论、长水平、促改革。时代在不断进步，

知识信息的获取及传授方式、教与学的关系较以前有很大不同。“不

变”的是不断用原著、党的政治理论来武装头脑，中华民族上下五

千年悠久文明根基，共产党带领人民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几个重

要阶段，为思政课程提供了深厚的理论之源，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

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失误的

教训，也都是思政课程建设的重要实践基础。“变”的是教师能力

要提高，教学方式方法要改革，高素质教师队伍要扩大，只有素质

够硬、业务够精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才能担负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能力。 

最后，课外实践与课堂内容有效衔接。大学生课外实践的必要

性不仅在于动手，也 “动脑”。理论的学习是武装头脑，而真正

让理论发挥出作用的却是实践。另外，课外实践能有效消化课堂内

容。比如《毛概》课所布置的实践内容关于“红船精神”的深入理

解。学生们借此机会利用空闲时间到红船旁瞻仰红船、到南湖革命

纪念馆回顾历史，非常有助于学生对于课堂内容、理论学习的补充。 

综上所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效性的提升，是一种新

形势下思政教学模式的探索，这种教学改革在实践中需要充分利用

理论的支撑，教师对课堂、学生思想的把控，关注课外实践中对大

学生对理论的消化和应用。所谓教学相长，教师在不断学习、充实

的过程中，不断转变传统教学模式，更大程度地提高思政课教学时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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