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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亲和力提升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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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校需要进一步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而提升该课的亲和力对于提高教学实

效而言极为重要。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教学内容缺乏亲

和力、教学方法缺乏亲和力、教师缺乏亲和力等问题，应立足于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生交流三方面发力，提升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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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提升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对于提高该课教学实效而言极为重要。

一、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意义重大

（一）是提高课程教学实效的重要手段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直接与情感相关，既直接体现在师

生交流上，也间接存在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之中。思想政治理

论课如果具有较高的亲和力水平则容易使学生喜爱并认同，而较

低的亲和力水平则容易使学生厌恶并否定，提升该课程的亲和力，

有助于提高其教学实效。

（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

大学生群体在人民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提升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亲和力，会促使大学生意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高高

在上的，而是与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会让学生更乐于传播思

想政治理论，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二、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亲和力有待提升

（一）教学内容缺乏亲和力

教学内容对于一门课程来说，是最为关键的，然而当前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却缺乏足够的亲和力。一方面，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材更新较慢，教材的改版、修订均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

教材无法及时跟进热点与前沿问题，与学生的认知存在一定时间

差；另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属性非常鲜明，部分

思想政治理论比较抽象，理论性较强，一些关于马列主义及其中

国化的理论成果更多地是从宏观角度着眼的，与学生的日常生活

存在一定距离感。

（二）教学方法缺乏亲和力

所谓教学，应该是“教”与“学”两个方面，绝不能将二者剥离。

而当前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仍然存在教师“一言堂”的现象，

启发式教学模式没有完全构建起来，教学方法缺乏亲和力。而新

时代大学生生活在信息社会，信息的获取渠道广、信息获取数量大，

学生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在教学中，仅依靠“灌输”方法显然

是不可取的，然而部分高校出于经费、课堂纪律等考虑，不愿创

新教学方法，部分高校虽有意向改进教学方法，但在实际操作中，

面临着教学时间有限、课堂学生人数较多的问题，导致教师在创

新教学方法、启发学生思考的时候，时间紧、任务重、收效差。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缺乏亲和力

古语有云“亲其师，信其道，乐其学”，意思就是学生会因

喜爱老师，进而喜爱这位老师所授的课程，并且能够积极参与学习，

取得较好的成效。然而当前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缺乏亲和力，

学生并不喜欢教师，进而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究其原因，

一方面，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教师假

如缺乏足够的理论知识储备，也没做到与时俱进，讲授内容就会

比较空洞，难以很好地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难以让学生信服；另

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学生缺乏课外交流。当前大多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出于评职称、评优、评先的压力，将工作重心

更多放在出书论著方面，往往讲授完课程后便匆匆离开教室，平

时也没有固定的办公时间，教师与学生的课外交流比较缺乏。

三、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亲和力提升路径研究

（一）更新教学内容 

一方面，要缩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修订、更新的时间

周期，同时学校协同教师可以自编理论与时事热点小册子，及时

跟进当下热点与前沿问题，让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与时俱进；另

一方面，以习近平强调的“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为指导，在教

学中，可以将一些理论转化为更接地气、更亲近学生的话语，可

以有机融入学生身边的典型案例，尽量结合学生专业课的特点和

术语来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例如给医学专业的学生讲授“职

业道德”这节课时，可以直接启发学生围绕医德展开讨论与学习，

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

（二）改进教学方法

高效应尽快配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适当延长课程课时，

缩小课程班级规模，推进启发式教学。同时，高校应对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方法的创新予以支持，鼓励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在传

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的实际学情，适当选用“慕课”“微

课”“名师工作室”“弹幕”“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充分运

用学生更加喜爱的、更加“亲近”学生的教学方法，让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亲和力逐步提升。

（三）加强师生交流

首先，学校应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在招聘新

教师时把好关，确保招聘的人员思想意识坚定、理论知识功底扎实，

同时定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培训，实行老带新、集体备课、

合作交流的方式，提升教师的师德师风、业务素养以及与学生的

沟通能力；其次，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评价机制。2020 年《教

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效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指出

要完善教师评聘考核办法。教育主管部门协同学校应改进评价机

制，引导教师将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到教学上；再次，树立以学生

为中心的理念，加强师生交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在课后停

留一会，与学生谈谈心，为学生答答疑，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可以每周预留一个固定时间在办公室或学生宿舍与学生进行一

些课外交流。只有师生更多的交流，才能增进感情，继而提升教

师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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