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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新时代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针对性”教学的
实践研究

胡怀利

（安徽理工大学，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重在研究

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学生管理工作等，全面提升思想政治教

育亲和力和针对性。同时，通过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也

有利于推动思政改革，对于大学生今后的发展也有积极影响。目

前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教学模

式单一、教学内容局限等，不利于使大学生把握思政学习主题，

也不利于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基于此，教师要改革

以往的教育理念，提升课程教学的针对性，做到有的放矢，实施

精准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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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重在强化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指导，使学生

能够把握学习主题，开展高效的学习活动，助力自身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目前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还存在很多问题，

如教学目标不明确、内容较为冗杂等，不利于学生把握学习方向，

也不利于彰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基于此，教师要进一

步优化教学模式，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做到

因材施教，助力大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具体对策如下：

一、采用引导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深入反思与挖掘知识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未明确重点，导

致学生的学习缺乏动力，从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学习的盲目性，对

于学生今后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基于此，教师在实际教学中，

要采用引导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学习问题，增强学生

的学习体验。为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教师也可借助网络平台开

展相应的学习活动。

以中国近代史纲要中的“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一内容为例，

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让学生聚焦某个重点进行探究，如共和制蜕

变为军阀专制。在此基础上，教师可引导学生分析在当时的情景下，

南京临时政府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引导学生从帝国主义的阴谋被

破坏、保守、妥协的拆台活动、革命党人的分化、蜕变多个角度

入手进行分析，深入了解致使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总结历史经验。

其次，学生也可聚焦军阀的集权专制和帝制复辟内容，将北

洋军阀统治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分别为 1912 年 4 月 –1916 年 6 月；

1916 年 6 月 –1920 年 7 月；1920 年 7 月 –1924 年 10 月；1924

年 10 月 –1928 年 12 月，总结各个阶段北洋军阀统治情况，深入

解析北伐战争的意义。同时还要思考军阀主义为了进一步实现集

权专制，还要做什么？袁世凯是如何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又是

如何毁法造法的？思考两次帝制复辟的原因是什么？进而深化对

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客观评价历史事件一历史人物。

学生可深思两次帝国复辟的原因。以第一次为例，思考袁世

凯为了黄袍加身做了什么？如组织公民情愿团、全国请愿联合会

等，且制造了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监督全体成员投票，在刀枪

林立的军警的监视下进行投票，破坏了公平机制，同时也将民主

共和更改为君主立宪。

以第二次帝国复辟为例，前清官张勋率“辫子军”北上，拥

前清废帝溥仪复辟。

这一过程比较短，仅在短短十二天内就结束。最后引导学生

总结两次帝制复辟的原因，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认识到辛亥

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并没有将清封建专制制度清扫

干净，且民众的基本生活也未改善，只是从形式上剪掉了民众的

辫子。

二、借助微课教学，突出教学重难点

微课是信息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教学时间比

较短，且主题突出，能够使学生抓住学习重点，同时也便于学生

开展高效的学习活动。其次，微课也能辅助学生自主预习，提高

学生的学习效率。此外，教师也可借助微课开展以下多种教学模式：

第一，借助微课落实任务驱动教学

首先，要选择任务主题，如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伟大精神财富，蕴含着很高的价值。古往今来，传统文化绵延

千年且从未中段，其为历史长河增添了色彩，同时也从一定程度

上丰富了文化的内涵。为增强学生的文化感知能力，提升学生的

文化自信。教师可借助微课导入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如了解著

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文天祥，从他们的诗词中感受他们用笔杆作

战的信念，这种情况下也能抒发自身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当然，

也可借助微课引入周恩来的案例，感受他身上忧国忧民的精神，

树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此外，也可借助微课引入

张桂梅老师的相关案例，体会她“带领学生走出贫困山区”的高

尚教育情怀，根植爱国之情，熔铸爱国之志。

其次，教师也可让学生借助微课学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关的内容，观看相关节目，如《国家宝藏》，借助微课积极宣传

我国特色文化，使文化深入人心。也可组织学生借助微课观看《我

在故宫修文物》这类文化节目，唤醒学生对文化的整体感知，全

面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

第二，借助微课落实翻转课堂教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可借助微课之力落实翻转

课堂教学。以“科学发展观”相关内容为例，教学过程中，教师

可实现给学生录制相关视频。介绍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内涵与主

要内容、历史地位，使学生把握今后的发展方向，全面提升自身

的综合学习能力。也可以介绍“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使学生了

解经济发展现状、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参与到文化强国建设中、

注重民生工作的改善、建设美丽中国等，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

思考问题，融聚战略性思想。

三、注重跨学科教育，促进思政教育的全局辐射

跨学科教育是当代思政教育的主题。新教育背景下，教师要

重视跨学科教育工作，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课程建立有

机衔接。例如，教师可将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与学生职业

规划建立有机联系，从学生的个人利益出发，强化思想政治教育、

诚信教育、行为规范教育等，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指导。

在此过程中，教师也要积极与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了

解各个岗位对人才能力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就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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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机构与就业信息服务系统，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创业服务。此

外，教师也要鼓励学生以国家利益为重，积极加入到基层工作中，

如投身到西部大开发、民族教育振兴工作中。此外，还要为学生

建立诚信系统，以诚信数据为载体，整合信用资源，建立学生个

人信用信息库和奖优罚劣信用机制，引导学生诚信工作，诚信做人。

其次，教师也可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英语课程融合，

构建英语课程思政。英语是一门文化性课程，重在提高学生的文

化感知能力，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过程

中，教师要强化课程思政建设，挖掘英语教材中的思政因子，实

现思政教育的全局辐射，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例如，教

师可让学生借助“学习强国”APP 在线上学习，了解重要的方

阵政策。在此过程中，学生也可运用 CHINADAILY 和中国日报

双语新闻等了解国际局势方面的最新消息。当然，教师在英语教

学过程中也可引入一些热门的工作报告，还有外交部发言人的英

语翻译，了解最新的英文热词。当然，教师也可借助网络电视

宣传与英语教育相关的内容，如借助多媒体播放相关的纪录片

“ChineseNewYear2016”（《中国春节》）等，通过这种方式，也

能使学生从多个角度了解祖国的发展，认识到坚持社会主义特色

道路的必要性。

此外，教师也可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传统文化教学建立有机

联系，寻找两者的共同之处，如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信念教育，

古诗词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诗人多用古诗词中的事物寄托

理想信念，对此，学生可以从古诗词入手，立足历史发展，感受

古人身上的精神，如古人常用梅、兰、竹、菊比喻“四君子”，

分别代表着君子高洁、贤达、清雅以及不趋炎附势等品质。如挖

掘明代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是清白在人间”，感受作者

运用的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将自己比喻为石灰，即使是粉身碎骨，

也要留得清白在人间，解析作者身上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

格。如，“诗仙”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中，表现出诗人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告诉人们人一

生下来对社会就有用处，不要轻言放弃，要对未来抱有美好的幻想，

并且朝着既定的目标奋勇向前。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奋进的力量，

感知历史变迁的同时树立文化传承意识。

四、强化师风师德建设，弘扬良好师风

教师是学生的指路人。新教育背景下，教师要进一步强化师

风师德建设，着力于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使学生把握思想政治

学习主题，开展高效的学习活动。在此过程中，教师要涵养良好

的人格，培养自身的自立意识，在此过程中也要强化自身的奉献

精神。要想达成上述目标，首先，教师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

同时也要强化自身的育人意识，了解最新的政策，引入时事政治，

提升学生会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度，全面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

其次，学校也要将师风师德建设纳入教师教学能力的评价标准中，

加强对教师的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职业教

育等，使教师明确教育责任，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此外，教师也

要以四有教师为标准，优化师风师德建设内容，使教师明确应尽

的义务与要求，共同参与到师德建设方案的制定过程中。此外，

高校也要进一步健全师德机制，优化奖惩制度，对具有良好师德

的教师给予晋级、评聘、职称评审等方面的政策倾斜，通过这种

方式也能进一步更新教师的教育理念，帮助教师涵养良好的道德

修养。当然，学校也可建立师风师德督察机制，由系领导、在职

教师、退休教师共同构成督察小组，定期开展听评课活动，也可

设立“师德建设”信箱，促进良好师风师德的建设，助力教师的

专业化发展，着力于提升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质量。

五、完善教学资源，增强课程内容的针对性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对于提升思政理论课教学实效有重要意义。

新教育背景下，教师要改革以往的教学思路，进一步完善教学资

源，增强课程内容的针对性。首先，教师可结合理工科专业教学

特征优化教学资源，强化课程思政建设，以机械专业课程为例，

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教师可引入真实的制造业发展的故事激发

学生心中的爱国热情。如引入大国重器中的国产航母、高铁和大

飞机等。同时也可引入时事新闻，如 2021 年 10 月 16 日 0 时 23 分，

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三运载火箭，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按照预定时间精准点火发射。此次飞行任务为中国

建造“天宫”奠定了基础。引导学生树立正大国观，感受祖国的

发展变迁，激发心中的爱国意识。此外，要避免教学出现重复内容，

高校需要站到宏观角度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着力于课程思政建

设，并在“管用”与“精”上下功夫，以此降低教学内容的重复率。

六、丰富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基于当前教育形势，高校要想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针对

性，需要与重难点有机结合，以此丰富课程实践教学。这样通过

开展实践活动，不仅能提高教学活动对学生的感染力，还能加深

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实，进而使得课程教学的针对性得以提升。

另外，实践活动也能为课程教学注入全新的活力。为此，高校可

以定期组织相应的社团活动或社会实践等，以此使实践活动更具

多样性。除此之外，实践教学要与理论教学的相融合，引导学生

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促进学生努力做到知

行合一，在实现个人理想的过程中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

继而有效提高课程教学的整体质量。

综上，新时代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针对性’教学要从

多个角度入手，如采用引导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深入反思与挖

掘知识；借助微课教学，突出教学重难点；注重跨学科教育，促

进思政教育的全局辐射；强化师风师德建设，弘扬良好师风等，

全面提升课程教学有效性，为学生打造高效的思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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