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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课”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路径研究
韦雪婷

（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 钦州 535000）

摘要：思政课是有生命、有灵魂的课程，承载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任务。深入贯彻落实“大思政课”的重要指示精神，促

进“大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是时代赋予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动力源泉。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

渐进式引导学生求知向善，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把学校思政课建设推向更高境界，彰显新时代思政教育新气象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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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的征程中，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承

载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其中，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其教学效果直接关系到

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确立、价值观念塑造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然而，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和青年学生多元化的思想需求，

传统思政课教学模式逐渐显现出局限性，亟需探索新的教学理念

与方法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一、“大思政课”的内涵

“大思政课”旨在通过拓宽思政课的视野和格局，实现理论

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以更好地铸魂育人。它强调从历史视野和战

略高度出发，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体现了教育

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深远考虑。其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铸

魂育人，致力于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和使命感，以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二、“大思政课”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价值意蕴

（一）培养时代新人的现实需要

思政课培养人才必须与时代需求同向同行，思政小课堂融入

社会大课堂是致力于培育新时代所需人才的现实要求。随着时代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必然会对高素质及全面发展能力的人才需

求与日俱增，即需求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是具有宽阔的专业

知识和广泛的文化素养，具有崇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强烈创新意

识的人才。通过这些综合素质共同发挥的合力，才能使其成为社

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思政课承载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和

使教育对象成德、成人、成才的任务，要充分发挥其特殊的政治

功能，培育符合新时代建设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一方面，社会大

课堂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且拓宽学习渠道，善

用“大”的资源、汇聚“大”的合力，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思政

小课堂所传授的理论知识。通过参与社会大课堂的学习和实践，

学生可以更加真实地感受到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的紧密联系，从

而增强其在实际情境中应用知识的本领，实现学以致用。另一方面，

社会大课堂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它不仅涵盖了传统思政课

堂的系统传授，还融入了课程思政的隐性教育，通过实践的方式

让理论知识落地生根，全方位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培养他

们成为具有高尚品德、健全人格和扎实学识的新时代青年，从而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落实思政课使命任务的应然选择。

理论教学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向学生传授知识，但有时会

难以让学生真正理解和吸收所学内容进而转化为学生内在的信念

和认同。因此，仅依靠理论教学难以有效塑造学生的价值观。思

政课应当重视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和情感体悟，更深刻地理解党的

领导和国家大政方针，以及我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从而增强

政治认同感，真正实现教育的目标，培养出具备正确价值观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的多元

化和复杂性，拓宽见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当面临社

会多元价值观冲突时，坚定信仰，能够明辨是非，自觉弘扬和践

行社会主要核心价值观。直面多元文化时，可更好地理解不同观点，

培养包容思维。

（三）应对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实然之举。

在新时代背景下，“大思政课”是为了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推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教

育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拓宽思政课的视野和格局，实现理论与

实践的深度融合，以更好地铸魂育人。数智化技术以其强大的数

据处理与分析能力，成为赋能“大思政课”高质量建设的重要途径。

这种技术能够精准掌握学情，包括学生的行为偏好、专业学习基

础和成长轨迹，使思政课教师能够精准推送教学资源，提升教育

内容的精准度与针对性。同时，数智技术还能打破学段与空间壁垒，

通过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等先进技术为学生搭建虚拟仿真的学习

环境，使思政教育内嵌于学生成长的整个过程。这种体验式的学

习方法不仅有助于探究式学习，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知、

情、意、行。

三、“大思政课”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实现路径

以下将围绕“弘扬和践行英雄精神”的主题，以“大思政课”

背景下刘冯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路径为例进行探析。

（一）立足内容，扎根“思政小课堂”。

“思政小课堂”作为第一课堂，仍然肩负着提高思政课质量

和水平的重任，其传授给学生的理论知识起着科学指导实践的作

用，是其他课程难以提供的价值导向。因此，拓展思政课教学空

间并不意味着直接忽视“思政小课堂”的育人价值或者全盘舍弃

“思政小课堂”，而是要继承“思政小课堂”理论教学优势，用

足用好课堂，充分发挥“思政小课堂”对学生知识传授、明辨是非、

释疑解惑的功能，在深耕“思政小课堂”的基础上，通过挖掘思

政课其他教学空间的文化意义与教育功能来支撑、辅助“思政小

课堂”，从而弥合思政课理论教学与实践培养之间的鸿沟，使思

政课价值意蕴更加立体饱满。

通过精选与教学目标和内容相匹配的红色素材，将地方红色

文化与思政理论教学的具体知识点相结合，我们致力于推动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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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持续提升地方红色文化与思政课

程融合的层次、深度和广度。同时，专任教师需深入探索地方红

色文化与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融合点，精准定位专业课程思想政

治教育的切入点，将地方红色文化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之中，以强

化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国精神”

这一专题为例，首先在课堂上要与学生讲清楚何为中国精神，为

什么说“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中华民族靠什么在历

史的洪流之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如何理解新时代爱国主义的

内涵和本质？我们可以将刘冯精神作为红色文化的典型代表，深

入剖析其所体现的爱国情怀、革命意志和无私奉献等特质，以此

深化学生对中国精神的认识和共鸣。通过讲述刘冯英雄的英勇事

迹和崇高品格，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这种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从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大

局之中，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历史使命感。

（二）面向实践，用好“社会大课堂”。

“大思政课”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就要求高校思政教

育不仅要在课堂上进行理论知识的传授，更要将理论与社会实践

相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的理解和应用。为此，高校

应充分利用“社会大课堂”，组织学生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如社会调研、志愿服务、社区服务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社会、

了解社会，从而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这些实践

活动，学生可以亲身体验社会问题和民生需求，深化对思政理论

的理解，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刘永福故居，讲解老师从“黑虎出山”“援越抗法”“渡

台抗日”“暮年丹心”和“世代流芳”五个大部分进行学习。观

看历史图片和陈列的实物，全面了解民族英雄刘永福抗法援越、

驰台抗日的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传奇的一生，体会了民族英雄

刘永福的峥嵘心路，被刘永福的爱国主义所感染。通过观看戏剧

探寻英雄精神。其次，从粤剧中感受英雄精神。在永福戏楼观看

历史粤剧《刘永福 英雄梦》，整场戏剧分为华堂之喜、临危赴台、

直奔台南、拒任总统、两岸相思、誓死保台、壮志未酬、钦州之

光共八个场次，层层激进重现民族英雄抗击倭寇的艰辛之路。通

过戏剧展现了生动精彩的刘永福英勇果敢、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

融情于境，再一次被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和台湾民众抗日保台的爱

国情、战友情、两岸同胞情深深打动，深刻领悟维护祖国领土完

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守护。再者，开展“大

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从“一撮头发”“一个场景”“一座粮

仓”作为切入点开展教学。从“一撮头发”体会到在这场援越抗

法战役中，刘永福和黑旗军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慨，以

及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坚决抵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和爱国主

义精神。从“一个场景”呈现刘永福渡台抗日的一段历史，我们

被刘永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所震撼。从“一座粮仓”

可见刘永福的爱乡爱民之心。

面向实践，用好“社会大课堂”。走进纪念馆探寻英雄精神

是思政课从传统课堂走向实践大课堂的转变，这是一场不同寻常

的思政课，在研中悟学，对教材中的理论知识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对弘扬和践行英雄精神有了新的认识，为转化为自身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打下触动心灵的力量基础。

（三）以数为媒，赋能大思政课

在数字化与网络化并行的时代洪流中，数智技术犹如一股清

新的活力，为“大思政课”的建设注入了勃勃生机，成为其焕发

新颜的崭新动力源泉。数字赋能，凭借其高效与便捷的独特魅力，

助力打造更多有思想、有品质、有温度的数字化育人课堂，持续

推动高校“大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以数为媒，开发思政数字教学产品，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与

现场教学、体验教学有机融合优化教学效果。依托社会资源构建“大

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开发体验式、沉浸式、互动式等数字化

学习环境。在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情境式实践中，实现与历史对话、

与文物对话、与英雄烈士对话，在对话中感受充满情感和有意义

的壮阔历史。

在探寻民族英雄精神的征途中，沉浸式体验场馆 VR——纸桥

大捷，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纸桥大战的激烈战况。双方实力的悬殊，

法军的炮火连天，敌人不断地逼近，令人感到害怕。通过 VR 体验，

感受到民族英雄刘永福血战到底的决心和他带领黑旗军将士的英

勇善战。通过科技的力量，让学生仿佛穿越时空，亲身体验民族

英雄的伟大精神，是一场心灵的触动，一种精神的传承，让体验

者在沉浸式的历史场景中，深刻感受到革命先辈们坚定信念和不

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大思政课”作为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重

要方向，不仅承载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使命，更是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有效途径。推动构建高质量的思政

课实践教学体系，“大思政课”的作用不可或缺。为此，高校应

当以“思政小课堂”为立足点，结合“社会大课堂”，充分利用

社会这个生动的教学资源，营造动态的思政学习环境，实现思政

课教学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培育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

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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