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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强化高职院校思政教学实效的着力点
张　婷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江苏 徐州 221011）

摘要：近年来，高质量思政课教学在助推高校立德树人中的

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当前，思政课教学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须

与学生思想动态变化实际、理论认知特点和信息化教学手段紧密

结合。本文着重从思政课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个视

角展开论述，以期打造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用的思政课，切实

提升思政课教学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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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守思政课堂教学主阵地，抓牢思政课铸魂育人本质

（一）强化思政育人，寓价值引领于知识传授之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目

标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全国思政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的召开为思政课教学改革与完善指明了前进道路，为思政课教

师练就过硬教学本领明确了努力方向。思政课说到底就是要解决

好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带着

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不难得出，思政课铸魂育人功能的发挥既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改革开

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又要始终坚持将价

值引领寓于知识传授之中，引导学生在学、思、践、行、悟中进

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厚植家国情怀、倡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二）关注学生思想状况动态变化，注重学生主体诉求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崛起成长起来的新时代大学生，思想

变化异常活跃，唯有直面当下学生最为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矛盾焦

点，育人功效方可直达灵魂深处，思政课在立德树人任务中推波

助澜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当前，部分学生对思政课程铸魂育人、

价值塑造、思维培养等功能缺乏深刻认识，仅对思政课保持“礼

貌性”关注而未能达到学以致用。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对科

学理论的阐释一定要善于从学生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从学

生思想迷惑处入手，做到理论讲授、答疑释惑与学生内心困顿、

期盼相匹配，寓知识传授于价值引领之中，思政教育才能做到如

沐春风。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思政课教师还要兼顾专业不一样的

课程，将专业特点、岗位职责融入到教学中，助推思政课程和课

程思政协同并进，在专业教育与岗位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两者协

同育人的合力。

二、深化教材内容研究，发挥大思政格局协同育人合力

（一）教材内容讲授融入现实问题，扎实推进课堂教学改革

创新

现阶段，高职院校开设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程，教材

内容主要阐释我党的科学理论建设和意识形态，为把准思政课教

学政治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实现教材内容向教学内容转换，

须将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和理论研究新成果融入教材内

容讲授中来，使理论讲授更具时代感。当前，思政课教学内容创

新着力点就在如何有效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改革创新不仅需要

教师具备深厚知识储备和良好理论素养，更需要教师在分析问题、

认识矛盾时站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

度，以宽广的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洞察世情、国情和

党情，力求在历史的纵向和现实的横向比较中聚焦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解学生思想之困惑，寓知识传授于价值引领之中，实现教

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扎实推进以“内容为王”的思政课教学

改革。

（二）发挥校内多部门联动效应，形成思政课程育人合力

思政课是科学地将学生思想状况和现实需要与国家意识形态

需求相统合的教学实践。对学生思想的变化展开科学有效的调研

可以是思政教师的教学更好地进行。而科学有效的调研离不开学

校多个育人的部门的配合。思政课育人合力的形成须遵循以学工

处为统筹，充分发挥思政课教师中流砥柱作用和各院系学工部门

力量为原则，构建以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心理咨询教师和学生

工作人员为主要力量的育人格局。

作为立德树人科学理论传播的主力军，思政课教师要充分搜

集当代鲜明时代特色的教学素材，以高超的语言表达艺术诠释好

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中国担当；作为学生思想状况动态变化的

密切关注者，辅导员应当敏锐观察学生思想动态变化，归纳、梳

理学生思想症结所在，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与个别访谈等形

式理清思想问题共性与个性，提升学生思想工作开展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作为守护学生精神家园、致力于心理问题疏导的关键力量，

心理咨询教师理应用自身专业力量帮助学生科学分析、归纳思想

困惑产生原因，帮助学生炼就良好心态。

（三）强化劳动意识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力度，探索思政课程

育人新路

学生参与到社会实践中是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方式。

在社会实践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不仅让学生直接感知到我党在

当前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和三大攻坚战领域所取得的阶段性

成果，而且可以激发学生自觉投身强国建设伟大实践热情，使学

生在社会实践中深化理论认知，提升职业认同。如何真正让社会

实践“实”起来，让学生在“践行”中体会，教师可鼓励学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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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与专业相关的企业中参加顶岗实习，实现对职业素养的新认识，

提升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教师还可鼓励学生去支教，了解贫困地

区孩子的学习状况，提升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将知识传输给学生，

扎根教育土壤，品尝教育之果。

三、注重优质教学资源整合开发，创新高校思政教学方法

（一）采取多元化教学模式，实现思政教育全局辐射

新时代背景下，教师应当依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采取多

元化教学模式，实现思政教育全局辐射。现阶段思政课最为常用

的教学模式当属专题型、案例型、任务驱动式等。教师要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充分结合学生认知规律、成长规律及理论储备实际等

学情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将教学内容划分为不同专题进行讲授，

并设计多个专题活动。专题型教学模式不仅实现教学内容的针对

性整合，而且在知识点讲授过程中可加大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力度，

在理论的科学阐释中夯实知识点。一堂入脑入心的思政课应当是

一次精神洗礼，更需要布置走心的思政作业来实现对客观真理认

识的理性升华。如在阐释“两山论”时，让学生通过观察、走访

家乡环境变化，在体悟中领会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进一

步领会美好生活于百姓而言的具体内涵；在思政课实践教学过程

中，可将思政课堂搬进家乡红色资源景观中，教师角色由讲台讲

授转变为红色导游，在具体情境中感受中国革命史、建国史和社

会主义发展史，深刻体悟革命先行者坚定信仰、大义凛然的民族

气节。总体来看，一堂真心喜爱、终身受用的思政课需要给予学

生更多体验感、代入感，在理论讲述中加深对党史、国史、军史

知识的理解，自觉做到理论认同。

（二）采用信息化教学模式，打造智慧型高职思政课堂

自 2020 年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以来，一场超大规模的线上教

学在思政教学领域如火如荼地展开，让我们体悟到智能技术赋能

思政教育所释放的强大影响力。为提升学生思政课堂参与度、抬

头率，仅靠简单植入课堂讨论环节或几段视频播放是远远不够的。

充分借助大数据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思政智慧教学平台等手段，

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现跨时空教学，打造优质“线上思政

课堂”，提升思政课程的亲和力。后疫情时代需继续拓展线上教

学优势，做好线上线下自然过渡、相得益彰。面临秋季开学教学

场所由线上转至线下的现实，教师在立足线下传统课堂优势的同

时，要注重将新媒体技术与教学活动深度融合，依托云课堂、微

互动和 AI 智慧课堂增强学生国史学习中的沉浸感，一改传统思

政课教学“一对多”的单一授课模式，让每一个观点都有表达机

会的同时更便于教师对学生思想困惑提供个性化诊断，让思政育

人有的放矢。

（三）注重优质教学资源整合开发，助推思政教学表里并进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让海量教学资源如井喷式呈现在教师和学

生面前，如何结合学生认知规律和学习特点，有效选取适合、管

用的优质教学资源，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教学资源再生性开发是

摆在思政课教师急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慕课、微课给广大思政课教师备课提供优质资源参考

的同时也使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更加系统、及时和便捷。思

政课与其他课程显著不同，其内容更新速度快，甚至可以说日日

更新，每个点均可能被列入教材，这就要求教师在结合当前时代

背景与形势变化基础上要紧紧抓住变与不变。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缺乏对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现有

教学视频直接播放不仅占用课堂大量时间，也剥夺了师生面对面

交流沟通的机会。思政课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引领的关键课程，

既然是做人的思想工作，教师现场教学中语言表达的感染力、人

格魅力及与学生讨论问题时表现出的清晰的逻辑推理能力是“机

灌”授课形式无法比拟的。因此，慕课、微课只是辅助的教学手段，

与教师授课形成育人合力。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教师要注重将伟大的时代精神融入思政

课教学中，在生动案例讲解中诠释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内涵，在

英雄模范事迹学习中感悟青年人应有的责任与担当。教师还需结

合不同专业特点和专业课程学习要求对教学资源进行重组、再造，

以期提炼、整合出适合不同专业教学需要的优质教学资源，以此

激发优质教学资源的再生性，助推思政课教学表里并进。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

思政课教师责任重大。作为身处两个大局中的新时代思政课教师，

思政课教学实施要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思政课

教学改革创新步伐更要紧跟新形势，于变局中开思政课教学改革

创新新局、于危机中寻求育时代新人新机。思政课教师在深感职

业荣光的同时理应肩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与职责，

努力拓宽思政课育人新理念、丰富新时代教学内容、创新培育时

代新人的教学方法，让思政课教学更贴近学生学习、思想、生活

和成长成才实际，推动思政课教学实效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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