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2020 年第 3 卷第 2 期 高等教育前沿

教育研究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路径探析
阳　鹏　孙　玥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摘要：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教育要面向社会，面向

未来。在教学过程中，要融入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等理念，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在高校思政课程中，教师要创新教学模式，尤

其是在当前信息化的时代，应该向着高校思政课的网络教学方向

发展。本文通过对思政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研究，探究其教学的

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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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带动了高校相关课程

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为高校课堂的改革提供了

契机。普通的理论教学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教师应该将信

息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相结合，创新高校思政课程模式，真

正发挥其立德树人的作用，以满足学生的思想建设需求。

一、深挖传统思政课程教学的优势

（一）深挖教材

高校思政课程包含基础思政课程、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马

克思主义概论课程以及形式与政策课程等内容。教师要系统性地

分析各类教材之间存在的联系，夯实理论基础，提高教学水平，

能够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原理来解决大学生遇到的各项问

题。同时在教学内容上要多多融合社会热点话题，引导学生利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相关现象。尤其是在当前文化碰撞交流之

下，教师要帮助学生正确看待东西方文化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

的差异，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

人生观。

（二）创新教学方法

现阶段的高校思政教学模式仍然采用知识灌输的授课模式为

主，教师占据教学主体地位，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下，导致

他们缺乏一定的积极主动性。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秉持

因材施教的原则，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充分发挥高校学生的

主体意识。教师要善于根据学生的兴趣来为学生创设一定的教学

环境，对于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可以采用一对一辅导的方式。

例如，在学习过程中，强调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为此教

师可以采用小组探讨、辩论会的形式开展，让学生在激烈的讨论

过程中，发散自己的思维，提升其语言表达能力。对于某些主题

活动，如改革开放 40 周年等主题活动，可以采用主题演讲的方式，

让学生自己整合 70 年来我们的国家走过的风风雨雨和取得的不朽

成就，培养他们的爱国意识，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来实现思想道

德的升华。

（三）教师要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包括教学能力、知识迁移能力以及理论知识生活化

能力。教师是学生知识来源的重要途径，只有将高校思政教师的

专业能力提升上去，学生才能够更好地发展。高校是青少年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阵地，而思政课程更是主阵地的核心。为此，要明

确学生思想政治薄弱项，从而根据党和国家的要求，培养符合社

会主义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教师不能够空空而谈，讲大道理，反

而要有一种接地气的感觉，善于借助生活之中的小事，帮助学生

认清抽象、晦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二、丰富高校思政实践课内容

高校思政课程除了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传授外，思政实践活

动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思政实践活动注重学生观察、分析、

表达、实践四方面内容，从思想认知和动手操作两方面内容来践

行社会主义理论知识。

（一）丰富课上实践活动

课堂实践活动包括师生之间的互动讨论、核心观点辩论、学

生授课、以及角色扮演等内容。这些实践活动较为简单，占用较

少的课上教学时间，教师可以利用就某个知识点或者某个社会现

象直接开展，能够吸引学生的兴趣，让其积极地投入到课堂教学

活动中来。

（二）丰富课外实践活动

课外实践活动内容丰富，能够让学生走出课堂，更好地接触

社会与自然，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例如在寒暑

假时间，教师会组织学生在当地的爱国主义基地、社区、福利社、

养老院等地进行参观考察，让学生体验社会、感悟社会，培养其

社会责任感与爱国主义情怀，从思想上更加坚信中国社会特色主

义道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创新网络教学模式

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思政课程的网络教学模式提

供了契机，网络教学模式可以突破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学生随

时随地的进行学习。现阶段网络教学的主要载体是网络教学平

台，教师将录播的教学视频进行上传，组织学生定期观看，并

回答设置的相应问题；除了网络教学平台之外，教师还要善于

利用新媒体技术，利用微博、学校广播等媒体设备，在中午就餐、

傍晚休息的时间为学生播放国内外的时事热点话题，拓展学生

的视野；利用微信公众号在线解答学生的生活问题、学习难题

以及心理问题，并不定时地发布一些传播正能量的暖文，促进

学生健康心理的养成。

四、结语

高校是思政教育的主阵地，在当前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及互联

网时代下，教师要善于创新教学模式，利用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来

丰富课内、课外的教学知识，构建互联网学习平台，提高学生思

想政治建设，始终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

路，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从而学生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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