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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第二课堂的独立学院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

潘天娇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中

明确指出，“高校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实践育人

工作全过程，把实践育人工作摆在人才培养的重要位置”。思政

课第二课堂实践教学作为实践育人的重要平台，必须坚持以学生

为本的思想，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的思想，

引导大学生将个人理想与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相结合，自觉为社会

服务，为国家服务，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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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思政课第二课堂实践教学新模式的基本原则

（一）方向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

方向性和科学相结合的原则是构建思政课第二课堂实践教学

新模式应遵循的首要原则。方向性是指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主线，将理想信念教育和法治教育放在首位，坚持

以“学生为主”的价值导向，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实

现育人效果的最大化。

科学性是指第二课堂实践教学在实现目标、指导思想、教学

内容、活动形式、实践环节、保障机制和运行机制的制定和设计上，

要坚持真理性、科学性、合理性的统一，真正做到“以科学的理

论武装人，以科学的方法教育人”，使受教育者树立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观念，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者和接班人。

（二）主体性与参与性相统一的原则

主体性与参与性相结合的原则是构建思政课第二课堂实践教

学新模式的重要要求。主体性原则要求在实践教学中，不仅要注

意发挥教育主体和受教育者主体的互动作用，更要注意发挥受教

育者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作用，注重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转变以前教师“一言堂”的局面；以学生的需求和利益作为指导，

以学生的满意度作为衡量的重要指标。

参与性原则指的是思政课的第二课堂实践教学要做到全员参

与和自主型参与相结合。全员参与原则要求实践教学覆盖到全体

学生，坚持教育的公平性和针对性，满足来自不同学院、不同年级、

不同专业、不同个体、不同角色的不同要求，让人人都可以参与

到实践教学活动中去，使人人都可以从中受益。避免在具体的实

践活动中出现“边缘化”“精英化”的问题，影响实践教学效果。

（三）整体性与动态性相统一的原则

整体性和动态性相统一是实现思政课第二课堂实践教学新模

式的内在保障。整体性原则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培养目标、组

织协调和引导活动。培养目标的整体性指的是，第二课堂的实践

教学要涵盖学生成长成才的全过程，同时团队成员之间也要同心

协力，密切配合；组织协调的整体性指的是，学校的各部门和各

单位之间要发挥各自的最大作用，使思政课第二课堂实践教学活

动和其他教学活动形成良性互动，实现实践教学育人的最大效益；

引导活动的整体性指的是在思政课第二课堂实践教学活动中，要

坚持整体的引导，利用学校、社会以及家庭等一切资源，实现资

源利用的最大化。

动态性原则指的是在进行思政课第二课堂实践教学的过程中

要坚持动态的理念，要注重掌握动态关系和实施动态管理。坚持

动态理念就是要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始终坚持用动态的、发

展的眼光设计整个教学活动；掌握动态关系是要在实践活动中把

握各种信息互动的动态变化，了解社会发展的最新动态，学生心

理发展的最新动态等；实施动态管理就是要及时跟踪活动中各类

信息的流动，提出不用的引导策略，主动改变原有模式中不适应

新形势的部分，制定新的活动机制，确保实践活动有序高效的开展。

二、构建思政课第二课堂实践教学新模式的教学形式——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

思修课第二课堂实践教学的形式丰富多样，教师在选择具体

活动的方式的时候需要考虑学生的客观成长规律和主观现实需求。

只要是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大学生喜闻乐见的都可以成为思

政课第二课堂实践活动的载体。

（一）专题讲座

专题讲座的内容设定要紧跟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学生的实际，

主讲教师必须要有过硬的本领，这样才能吸引学生参与到活动中

来。比如人生的青春之问这章节，可以举办以《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为主题的讲坛，用同龄人真实的生活经历来告诉同学们什么样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才是值得学习的。

（二）阅读经典

教师根据学生需求和每一章节的重点设定每期读书的主题，

需要学生在课余时间中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安排，有计划地阅读与

主题相关的书籍，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对思修课的学习积极性，在

阅读实践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如，阅读主题

可以是“青春无悔—我们的大学时光”，师生共阅《我的大学我

做主》《大学生活启示录》，共同分享弥足珍贵的大学时光，讨

论关于大学和青春的话题，探讨大学的内涵，大学生应有的特质

以及怎样无怨无悔的抒写这笔人生画卷，对大学生今后发展起到

很大的指导作用；阅读主题还可以是“我是马克思主义学者”，

师生共读《共产党宣言》《毛主席语录》等，引导学生把握住正

确的方向，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三）观看视频影像资料

信息技术在助力思政课第二课堂的开展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

作用，在引入信息技术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立足根据教学内容给

学生播放相关的视频内容，让他们在观看过后观后感。在形象生

动且富有感染力的教学环境中可以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感悟人

生的热血激情。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在影片《大浪淘沙》中感受

永不褪色的红色岁月和永恒的精神；在影片《钱学森》中，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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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钱学森严谨认真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和矢志不

渝的爱国情怀，见证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壮大；在影片《钢的琴》

中体味工人阶级的苦乐辛酸；在影片《三峡好人》中体味自然与

人文的对立与融合，见证一段沧桑的现代史……

（四）参观考察

思修课第二课堂的实践教学可以不仅限在学校内开展，也可以

充分利用学校周边的社会资源，根据思修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

有针对性地前往所在城市的博物馆、红色基地、革命遗址等，将课

堂教学和实地教学相结合，在真实的环境中将课堂中的所学所思提

升为真实的认知，加深对革命胜利的艰难性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困

难性的认知，踏寻伟人的足迹，在润物细无声中达到坚定社会主义

信念，内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外化个人优秀品质的作用。

除了以上这些活动形式，思政课第二课堂还有很多活动形式，

如主题班会、社会实践、公益活动、文体活动、社会调查、网络

虚拟实践等。

三、构建思政课第二课堂实践教学新模式的机制保障

完善的机制保障是独立学院思政课第二课堂实践教学能够有

效实施的重要基础。结合目前独立学院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情况来

年，想要成功建立一套成熟的基于第二课堂的实践教学模式，需

要从以下这两点入手。

（一）建立一套完善的保障机制

保障机制包括制度保障、组织保障、人才保障、经费保障和

基地保障。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机制是思政课第二课堂实践教学

新模式的规范化、合理化和科学的重要保障，学校要建立实践教

学的长效机制，把实践教学纳入到教学体系，制定明确地教学计划，

编写具体的教学大纲；还要求学校领导的重视以及相关部门的积

极配合。

（二）建立一套完善的评价机制

评价机制是重要的反馈环节，科学的评价机制是验证实践教

学效果的重要准则。独立学院思政课的第二课堂实践教学有多种

的形式，不同的形式需要不同的评价标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

需要保证评价标准的合理性和准确性，保证考评机制有正面的引

导作用，从而防止实践教学流于形式，防止随意性、偶然性；思

政课第二课堂实践教学覆盖面广，这就要求制定评价标准时，要

便于实施，力求评价的真实、公正；思政课第二课堂实践教学是

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共同作用的教学活动，在设计评价

方式时可以考虑师生互评、生生互评的考评方式；思政课第二课

堂实践教学是根据社会动态不断发展的，设计评价指标时要坚持

时代性。

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教学考核卡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教学考核卡

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贯穿实践教学于其中，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认知水平和课程学习效果。成绩等第为：优、良、及格、不

及格。

姓名：      　　　        学号：    　　　　　　          班级：               

章节 实践内容 时间 组织鉴定

绪论 我的大学—四年的高光时刻 必修 　 　

人生的青春之问 聆听讲座—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必修 　 　

坚定理想信念 朗读者—我是马克思主义学者 必修 　 　

弘扬中国精神 经典重现——电影配音 必修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公益活动 必修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演说家 必修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辩论赛 必修 　 　

21 天打卡 选修 　 　

走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选修 　 　

参与学校文体活动 选修 　 　

阅读经典 选修 　 　

记忆最深的一次思修课 选修 　 　

成绩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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