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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信息技术环境下高职思政课合作教学模式研究
贾　旭

（贵州工程职业学院，贵州 铜仁 565200）

摘要：信息技术环境下高职思政课合作教学模式，将信息技

术和合作教学联系在了一起，有利于充分发挥二者结合的优势，

实现 1+1 ＞ 2 的效果。本文对此进行了重点探究，希望为高职思

政课教学的持续健康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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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设课程教学平台，巧确教学目标

（一）课程“教平台”的创设

高职的思政课程与其他课程相比，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如

教材内容涉及面广，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都囊括其中，面

对着瞬息万变的国情，需要教材内容不断更新，以便拉近教材内

容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创建一个教的

平台，来为教师的思政教学和合作奠定基石。课程的教平台可以

作为信息资源搜集、处理和整合的工作平台。在实际工作中，学

校应首先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利用来创设课程教学的息资源平台。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学校可从创建高校的思政教学方面的网站

入手，并注重开发网络课程。学校可在本校的网站发布一些教学

的资料、精品课程资源以及慕课等，也可以及时发布一些和国家

相关政策紧密相关的教学资源；网络课程方面的开发工具则包括

模板式课程的开发，从而实现对教学资源的优化和整合，降低网

络思政课程的难度，让其更为简单和智能，与此同时，让制作者

更为轻松制作，降低对其信息技术方面的要求。此外，学校还可

以加强对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方面的培训，让他们能够更为轻松地

进行网络课程方面的编写工作。电子图书馆也是学校应重点抓的

方向，通过此方式，来让广大的师生搜索所需的相关信息，丰富

教师思政课程教学资源。其次，是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高职思

政共包括四门课程，分别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职业发展和就业

指导》和《形势政策教育》。为了让合作教学进展地更顺利，学

校可将教师进行分组，以课程设置的方式组成教研小组，让他们

进行分工合作合作，同时从课程特点出发来进行模块化教学。各

学科教师可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进行分工写作，通过研讨和交

流，共享研究的成果，条件允许的学校还可以将教学内容分成不

同的模块来组织教师进行教学。这样的方式既能节省教师的资源，

又能为他们提供发挥自己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平台，促进其专业化

发展。

（二）课程“学平台”的创设

信息技术环境下高职思政课合作教学模式的实施，离不开课

程学平台的创设。如学校可通过为学生创设以精品为核心的网络

学习资源库，使他们能够通过网络自主搜集、查找和整理所需资料，

以便佐证观点。网络学习资源系统中具有较为丰富的教学资源，

如媒体方面的素材，案例库、文献资料库等，对这些信息的获取、

分类和应用，既可以提高学生们的信息素养，也可以使他们通过

针对性地训练，来加深对思政教学内容的理解。此外，学校还可

以建立数字化图书馆和电子阅览室，为学生查找资料提供方便，

为其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奠定基石。

二、制定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提升教学实效

信息技术环境下高职思政课合作教学模式的实施，还需要建

立出一套更为科学和实用的教学评价体系，让学生们在学习思政

方面知识的同时，也能够在科学的评价方法下，健康茁壮的成长，

并能形成更为健康的三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教师在对

学生进行评价的基础上，邀请学生参与其中，成为评价的主体，

通过师与生、生与生、组与组之间的评价，充分体现教学评价的

科学性和多元性。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的及时性、

参与性和交互性，以网络评价、自主评价和教师评价等方式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促进自身教学水平的提升。

（一）对教师的评价注重发展性评价

为了让思政教师之间的合作更为顺畅，在对教师进行个体评

价时，不妨以发展性评价为核心，并结合团队评价制度。在对教

师进行评价时，不能仅看教师的工作绩效，还要注重其在小组合

作中的地位、作用，从团队的总体绩效出发来对其进行综合性的

评价，从而使评价由以往的个人竞争转变为想团队合作竞争。这

样的评价方式能够使教师们充分意识到个体的发展和团队发展之

间的关系，是培养教师集体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有利于开展教师

和教师之间的结合学习和互动，让他们在小组合作和竞争中共同

进步。

（二）对学生的评价注重形成性评价

在对学生评价时，不能单纯以考试成绩论英雄，而是要注重

学生们在学习中的习惯、合作意识、合作能力等。在实际教学中，

教师可根据高职思政课的特点来设计评价体系，具体来说可以分

为两个部分，分别是：个体评价和团队评价。为了使学生们充分

了解到合作的要求、意义等，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个体评价时，不

妨制定出一套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来说，则可以分为两个

指标等级。一级指标指合作学习前的准备、合作中的探究过程、

合作成果与拓展；二级指标则指学习目标、资料收集和学生们的

合作技能水平。每一级指标都为 10 分，由教师和组长来为其评分。

这样的方式，使每个学生都能充分意识到教学的目标和要求，是

激发其学习动机的重要途径。

三、结语

高校思政课的教育教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各种思潮开始进入中国。为了

更好地适应这一新变化，让思政教学更为贴近时代的需求，教师

可积极借鉴网络语言，并通过合作的形式来加以实施，从而让学

生们的思政学习既有味又有料，让其成为一种网络时代下的语言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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