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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索
 ——以《概论》课程为例

张春华

（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摘要：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要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

从高校思政课教学中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的逻辑、现状出发，

以概论课为例，从教学内容安排、课内实践教学设计、教学方法

运用和考核方法改革等四个方面探索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的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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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召开，会议强调推动思政课

改革创新，提出“八个统一”。其中，“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

是思政课改革创新落地见效的关键。本文以概论课为例，探索高

校思政课教学中更好发挥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的可行路径。

一、高校思政课教学中主导性和主体性的内在统一逻辑

高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其课程属

性、课程使命决定在教学中，要坚持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的

统一。一方面，思政课教师必须发挥主导性和创造性，在进行理

论性、知识性讲授的同时，更要注重加强对学生的价值观引导和

政治认同教育，即有技巧、有温度、有原则地讲授理论，把最新

理论成果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授，在理论讲授中寓有价值观

引领和政治方向引导，真正承担起思想引路人的责任。另一方面，

学生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为“人必须通过他自己的自愿努力，

创造他自己”，即学生不能仅是被动听被动学，还要坚持问题导向，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学生不能人云

亦云，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在学习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在甄别中坚

定社会主义方向，真正学懂学通，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

成长为德才兼备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高校思政课教学中主导性和主体性的割裂现状分析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

的结果。在教师与学生这一对关系中，教师是外因，学生是内因。

实现立德树人，就要平衡好这对关系，二者共同起作用。然而在

现实的思政课教学中，不能很好把握“主导”与“主体”平衡点，

导致两者一定程度的割裂现象。主要表现有：

一是教师主导性过强而忽视学生主体性的有效发挥。部分思

政课教师在确立其主导地位过程中，因为年龄特征、知识结构、

科研压力、教学任务过重、职业倦怠等各种主客观原因，片面地

强调自身的权威性和对课堂教学的把控，对学生的学习特点与学

习需求了解不够，削减学生的表达空间，导致一定程度存在学生

主体性缺失现象，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够，身在心不在。

二是教师主导性淡化而学生主体性肆意发挥。一些思政课教

师为迎合教学改革的形势，突显学生的主体性，或在学生课堂参

与形式上翻新花样，或将大量时间用于学生课堂参与，这样的课

堂看起来热闹，实际是重形式轻内容，意味着放弃了内容主导，

放弃了育人使命，放弃了教师的主导性而让学生自由生长，教师

沦为旁观者。因此，要把握好“主导”与“主体”二者的合理边界，

教师主导性要在激发学生主体性基础上进行，学生主体性要在顺

应教师主导性下发挥。

三、高校思政课教学中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的路径探索

实现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相统一，归根结底要在具体思

政课教学中实现。本文以概论课为例，从教学内容安排、课内实

践教学设计、教学方法运用和考核方法改革等四个方面入手，探

索构建《概论》课堂教学中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相统一的良

性互动模式。

（一）创新教学内容，教师对教材进行主导重构

 内容为王。没有科学知识内容支持的价值说教做不到“以理

服人”。现行的概论课教学依据是 2021 版概论课教材，虽力求贴

近学生，但因教材的权威性、规范性、理论性特点，学生读起来

稍显困难。这需要教师对教材进行主导性加工，在将教材内容学

懂弄通吃透的基础上，不改变教学内容的规范性、权威性的前提下，

根据个人理解与知识结构重构教学顺序、内容体系，将教材体系

转化为教学体系，将教材内容用学生能听懂、好理解的方式呈现

出来。

在概论课第十章第三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教材

一共三目，分别是：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的根本制度，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坚定文化自信，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对于本节教材内容，学生不易理解三目

之间逻辑结构。因此，在本节教学中，可以围绕文化建设的战略

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展开，将内容重构为两目：一文

化强国的内涵，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着力点，同时在第二

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着力点”的讲授中将教材的三目内

容揉和其中，教材第一目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起到“举

旗帜”作用，教材第二目是“聚民心育新人”，教材第三目中的

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健全现代文化产

业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内容分别是“增动力”“兴文化”“展

形象”。这样，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节的内容重构为两目，

在第二目中分五个知识点来讲授，本节的知识框架、逻辑结构一

目了然，学生更能听懂，也更好理解。

此外，可以问题为导向来重构教学内容，实现由教材体系到

教学体系的转化。在概论课第十一章第二节“全面深化改革”中，

教材共分三目，第一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内容涉

及为什么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内涵和特点

等内容。第二目“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立场和原则”。第

三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内容主要涉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可将本节教材内容重构为

四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二是全面深化改革与

此前的改革有什么不同，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四是

全面深化改革改什么。如此重构，既能囊括本节教材的主要内容，

突出教学重点，又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更重要的是，在教学内

容设计中突出问题导向。在课堂教学中以问题为主线，有助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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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学生的思考，培养学生创新的思维，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符

合教育的本质和规律。罗素说：“教育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

自主思考。”  在此过程中，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设计、对学生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指导，正是教师“主导性”的充分展示。

（二）创新课内实践教学，激发学生彰显主体性

联系实际。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教师的理论讲授不能仅仅

是单向理论灌输，为激发更多学生参与课堂，可将课内实践教学

渗透其中。课内实践教学是运用课外的实践活动素材，包括学生

自身的生活经历、实践经验以及寒暑假和社团的社会实践等，让

学生在课堂上以主题展示、专题辩论、讲故事、唱红歌、短视频

拍摄、经典配音、主题演讲、表演等多种形式呈现出来。学生在

参与课内实践活动中可以提高自身综合素养，提高运用理论来分

析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与课外实践教学相比，更高效更具可控

制性，而且可以更直接更短距离地与理论内容相结合，学生在感

知理论同时还可以进行感性情感体验，以达到知行统一、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的目标；与理论讲授相比，可以激发学生主体潜能，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励更多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提高思政课教

学的实效性。

在概论课第十一章第一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笔者设计一个“讲故事”课内实践教学形式，主题是“讲述

我身边的脱贫故事”，要求是有亲身经历的同学才能报名参与。

他们或讲述自己的亲人作为扶贫干部对口帮扶西部背后的故事，

或讲述身边的残疾乡亲在政府和扶贫干部帮助下脱贫的励志故事。

正是因为这些脱贫故事是同学们的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他们讲

起来更具说服力和教育意义。其中有一位四川凉山同学讲述的教

育脱贫故事，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小时候他们村里只有一位

教师，他们上课是几个年级一起上，破破烂烂的教室里挤满了人，

他们有的要走好几个小时的山路，才能抵达学校。跟他一起长大

同他一样聪明甚至比他更聪明的小伙伴们因为种种原因中途辍学，

未能步入大学校门。最后他发自肺腑感谢政府、感谢党的扶贫政

策、感谢所有关注贫困地区并给予教育支持的人们，让他有机会

上大学，而不是在山里牧羊。来自四川凉山同学诚恳地充满感情

地娓娓道来，对同学们造成了最直观最近距离的情感冲击。对同

学们来说，脱贫攻坚不再仅仅是教材上的理论知识、电视上新闻

报刊上的报道，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离我们如此之近。

同学们进一步理解和认同了中国的脱贫攻坚确实是一项伟大事业，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切实在中国大地上充分展现出来。这是老师

的讲授难以达到的效果。

在进行课内实践教学设计时，要坚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统一

的原则。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接受特点、专业特色，对同一教

学内容有区别地进行课内实践教学。比如，在概论课第二章 “新

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可以根据学院或专业有区别地设计课内

实践教学模块，比如对艺术学院的学生可以设计“唱红歌”或

PPT 主题展示“红歌鉴赏”，对旅管专业的学生可以设计红色旅

游景点导游的主题，对文学院的学生可以设计“红色经典诗词朗诵”

或“红色经典诗词鉴赏”，对理工科学生可以设计“经典配音”等。

有区别地进行课内实践教学，可以实现思政课与专业的有机结合，

可以有效地调动不同专业学生的参与热情，从而有效提高课内实

践教学质量。

另外，在课内实践教学展示环节，注重调动包括参与者和非

参与者在内的所有同学的积极性，即不仅考虑如何吸引更多的学

生参与到课内实践中来，高质量完成成果展示，也要思考在参与

同学进行课内实践教学展示时，如何让非参与同学带着问题、带

着任务观看实践教学展示。在概论课第十章第五节“建设美丽中

国”，设计一个 PPT 主题展示“家乡建设美丽中国的成功案例”，

同时在该环节设计一个问题：“你认为同学们分享的成功案例，

有哪些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主题展示结束后，对此问题进行

讨论，可以更好达到课内实践教学目标，即引发同学们对“如何

建设美丽中国”问题的思考讨论。在第十一章第一节进行实践教

学展示“讲述我身边的脱贫故事”时，可以让同学们在听故事时

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结合同学们讲述的脱贫故事以及你对脱贫

攻坚的认识，你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减贫成绩斐然，原因何在？”

同样在主题展示结束后对此问题进行讨论，教师做最后的总结讲

解，这使同学们在感性认同中国的脱贫攻坚是一个彪炳史册的人

间奇迹的同时，更理性认识到脱贫攻坚全面胜利背后的密码，进

一步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共产主义的信仰。

（三）创新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探索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

一

方法多元。我国思政学科开创者郑永廷强调：“思想政治教

育方法，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为达到一

定教育目的所采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郑永廷认为，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应该是为教育目的服务，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发挥作

用。因此，思政课应创新教学方法，特别注重教师与学生的教学

互动。在概论课教学中，笔者探索运用“经典阅读→理论精讲→

课内实践→互评讲评→课堂答疑”五步教学法，“经典阅读”即

先选取与课程内容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精彩片段，请学

生朗读引入课堂教学，也引发学生的理论思考，然后教师进行系

统的而有重点的“理论精讲”，再选取重点理论知识并结合社会

热点问题进行“课内实践”教学，接着学生和教师对课内实践成

果进行“互评讲评”，最后教师对学生提出的难点问题进行“课

堂答疑”。五步教学法可以引导学生融入教学全过程，力求实现

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形成教学共生体，达到教学相长。

考核是教学指挥棒，考核方式不但影响老师怎么教、教什

么，更直接影响学生怎么学、学什么。因此，思政课教学要进行

思政课考核方式改革。考核不仅考察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

还要将课堂表现、师生互动等情况纳入考核范围，以激发学生参

与课堂热情。在概论课考核中，可这样设计：总成绩 = 期末考试

成绩 *50%+ 平时成绩 *50%，平时成绩 = 考勤 *30%+ 课堂表现

*50%+ 课程论文 *20%。平时成绩中课堂表现占 50%，是对学生

参与课堂互动、参与课内实践教学等情况量化分数后的呈现。这

种考核全程化、形式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可以更全面地公平公正

地考察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程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

社会问题的能力、课堂内外的行为表现、课内实践教学的参与度

及参与质量、课堂互动讨论、团队精神、责任意识等综合素养，

进而有效提升教学质量，达致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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