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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中的学生主体性体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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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活动是高职院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其教学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
的政治素养和思想道德的水准情况。但在传统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普遍存在理论和实践相脱
离的情况，这推动了高职院校思政课的教学改革。而当务之急就是要能够展开高质量高水准的思政课实
践教学活动。下文就从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质量的现状入手，分析在改革创新背景下，高职院校思
政课实践教学存在的不足，探索学生主体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最后提出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学
生主体性体现的有效途径。旨在能够促进思政课教学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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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学生主体性的体现现状

基于上述可知，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必须要

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但是事实上在传统的教学理念以及

人才培养目标的影响下，当前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中学生主体性的体现情况并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2.1 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缺少正确认知，课堂上学
生主体性流于表面
当前，尽管各大高职院校都将思想政治教学当作是

教学重点所在，也展开了系列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探索

活动，但是其在各个方面都处于起步阶段，导致学生的

主体性严重缺失，学生主体性的积极作用也并未得到充

分发挥。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高职院校对思政课实践教学

活动缺少科学正确的认知，以为思政课的实践活动就是

营造各种第二课堂，让学生能够接触到思想道德的实践

应用案例，因此在实际的实践课教学活动中，仍旧是采

用大班制的实践教学模式，在既定的时间内，教师展开

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实践应用的讲解，实践教学活动

变成另一种灌输填鸭式的教学，学生仅仅是实践活动的

“看客”，可以说，还未在思政课实践教学中真正地做到

尊重学生的主体性。

2.2 思政课实践教学内容过于陈旧僵化，难以激
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根据素质教育体系的相关教学理念可知，在新时代

下，教学活动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新型

的教学理念，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学任务的设置、教

学计划的设计，教学活动的展开都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

性，以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学习认知水平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但事实上，当前的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中

所采用的各种实践教学计划、教学手段等都难以激发学

生的兴趣。如，有的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是教

师通过将思政理论转变为 ppt的方式来呈现，由此想要
达到师生互动，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的效果，而

这种教学手段等于是变相的理论教学，其实践性并未体

现出来，学生的兴趣也就无法被调动起来。更甚至，在

实践教学中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案例都是课本中的，或是

具有一定的年限的思想政治教学案例，这些教学案例同

众所周知，思政课体现出学生正确的思想、彰显出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所在。现在的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活

动已经逐渐固化成一个僵化的模式，即在思政课教学活

动中，重视对学生的理论知识的培育，而忽视对思政课

的实践引导，导致学生在面对真正的价值取向的时候无

法凭借理论知识来做出正确的选择，也无法将丰富的思

政理论知识应用到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和个人的未来发展

中。因此加强对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课程的实践教学比

重，做好理论同实践的有机结合，是当下高职院校思政

课教学的重中之重。

1  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学生主体性的重要性

1.1 体现学生主体性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根本
要求
高职院校为社会现代化建设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应用型人才，可以说高职院校在高素质的技术型人才培

养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展开思政课实践教学

活动正是为提升高职人才的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探索尝

试，高职院校旨在能够通过实践教学活动，不断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质能力，所以说，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活动在于提升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实践探索创新能力

等诸多能力，其势必要将学生当作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所

在，势必要对学生的思想政治课程的相关素质能力进行

构建和培育，因此体现学生主体性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

的根本要求所在。

1.2 体现学生主体性是高职院校思政课课程特点
的基本要求
高职院校思政课课程设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学

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够更好地应对多元社会的思想

侵蚀和价值诱惑。因此高职院校思政课的主要对象就在

于学生，如何让学生掌握思想政治体系，学会正确应用

思想政治体系来指导完成自己的学习生活和未来的工作

生活是高职院校思政课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根本任

务。因此归根究底学生才是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活动中的主体，在实践教学活动中无论采用何种教学

体系、教学手段其都要求能够将学生当作是出发点和 
落脚点。



- 103 -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 (2)2020,12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当代学生的认知相脱节，严重的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化发

展需求。

2.3 思政课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单一，学生的主体
性地位缺失
教学考核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它对教学及反馈

具有导向作用。而事实上，当前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所

采用的考核方式是照搬思政课理论教学活动的，甚至有

的高职院校并不重视对实践教学活动的评价考核，因此

导致最后的考核结果过于僵化。更重要的是，在思政课

实践教学活动中，没有展开对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具体

表现进行准确的考核管理，导致无法掌握学生对实践活

动的评价结果。因此长期下来，学生不仅仅对实践教学

活动不够重视，导致实践教学活动效率低下，教学质量

不佳。

3  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中的学生主体性的体现
渠道

3.1 要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
面对当前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学生主体性体

现不足的情况，归根究底是因为当前高职院校思政课实

践教学中尚未形成新的教学理念，未能够树立起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新型教学范式。第一，要求高职

院校能够自上而下地搭建起全新的教学理念，确保思政

课教学活动中能够以学生为本，进行实践教学活动创新

创造。同时要求教师队伍树立起正确的教学观念，确保

在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活动中教师能够更好地发挥主导作

用，同学生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如，在实践活动教学

设计中，教师可以时刻以本班级的学生的具体学习认知

情况为主，然后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来设置实践课程活

动，由此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的兴趣。第二，要求高

职院校能够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提供必要的课程支持

等。如，针对当前高职院校思政课采用大班制的课程安

排情况，以及思政课实践教学课时安排紧迫的情况，则

可以实现全面改革。具体是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营造

出良好的教学氛围，让学生的主体性拥有一个发挥和体

现的场景和机会。

3.2 要基于学生的实际需求开展特色的实践教学课程
针对上述所提出的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案例落

后，学生个性化没有被凸显出来的问题，当前要求能够

基于学生的实际需求来开展特色的实践教学课程。第一，

实现对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教学内容的优化设计。在教

学内容上，需要采用现代学生都喜闻乐见的，符合当下

时代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教学活动。如，开启第二课堂

实践教学活动，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关于近代战争的中西

各国的军事力量、国事力量等的辩论赛，让学生能够采

用更加国际化的思想来分析问题，以更加历史辩证的观

点来看待问题，从而形成良好的实践分析能力。第二，

实现对思政课实践教学手段的优化设计。对于当代高职

学生而言，其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学习背景不一样，在不

一样的成长中学生所形成的兴趣爱好以及学习能力是不

同的，因此学生在思政课实践探索活动中存在能力参差

不齐的情况，对此要想体现所有学生的主体性，则必须

采用分层次教学法，确保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化能力都能

够得到发挥，能够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

3.3 要求以学生为主体搭建起全新的教学评价体系
搭建起全新的教学评价体系是要求能够在评价体系

中导入学生，让学生可以对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活

动拥有发言权。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中，主

要是以教师为主体，通过制定试卷的方式来考核评价学

生在思政课的学习掌握情况。这是对学生主体性忽视的

重要表现。当前必须能够导入多主体的教学评价体系，

如，让学生能够对教师所展开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展

开综合评价，由此提升教师的思政课教学设计水准以及

教学质量，更能够由此来反作用于学生自己的学习效果，

达到优化提升学生的实践学习效率和质量的目标。还可

以通过学生互评的方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多主体

的评价中得到更加全面的高素质的发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当前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活动展开

了实践化的改革创新，不论是素质教育还是高职院校当

下的人才培育目标，都要求能够构建学生的主体性。但

是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其实践教学仍旧存在问题，直

接影响着学生的思想政治知识的掌握和应用。如，当前

思政课实践教学中未能够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导致实践

课程还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并不能够成为思政课实践

教学的主体，学生只能跟着老师的步伐走，各种实践活

动中自己的主观意识不强，学生主体性无法体现。因此

要求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中能够重视学生主体性地

位，创新各种教学方式在思政课实践教学中体现学生的

主体性地位。如，要求树立起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

导的现代教育理念，搭建起系统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

可以说各大高职院校在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中可以随着

教学理念、教学手段的不断创新发展，采用与时俱进的

方式不断拓宽学生主体性的体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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