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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课堂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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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才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相关部门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
部门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要责任。做好教育环节上的人才综合素质、实践技能等的塑造成为教育关键课
题。思政课堂是确保人才形成良好人格素养，健全价值意识，培养先进工作态度的重要基地。因此在教
育理念、教育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下，做好对思政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下文以对分课
堂这一新型教学模式为例，探索其在高校思政课堂教学中的实际应用情况，旨在构建更加系统化和现代
化的思政课程教学体系。

【关键词】 对分课堂；思政课；高校教学；创新应用

DOI: 10.18686/jyfzyj.v2i12.33129

化成自己的历史观念、价值体系。因此对分课堂在高校

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具有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的作用。

2 现阶段对分课堂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局限性

对分课堂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所具有的优势需要

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

对分课堂在高校思政课教学应用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未来要想实现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

全面广泛应用，必须能够正视对分课堂在思政课教学实

践中的局限性。

2.1 对分课堂的应用对师生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
上述对分课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应用之所以较为流

畅，离不开教师制定的内容生动有趣的微课视频，也离

不开教师对课堂教学节奏的把握。在课堂最后进行微课

视频的播放，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能够在课后也可

以继续展开对该视频的观看和学习。所以，对分课堂在

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有效应用需要思政课教师具有较为

丰富的教学经验，掌握好学生的学习心理，更要有较高

的专业知识，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话题来切入教学重难

点，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培育。另外，在上述的教学

实践中，还有一个主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即高校学生。

在高校思政课堂中，教师能组织展开高质量的师生互动，

是因为学生有提前展开思政教学内容的预习和整理，可

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个粗略的认知，因此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只要一组织学生就可以畅所欲言，完成高质量的讨

论。若是学生没有认真预习课堂内容，则在课堂中学生

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理清内容要点，就会导致在讨论活

动中的参与性和创造性不够。

2.2 对分课堂的应用对高校思政课的课堂规模有
严格要求
互动讨论是对分课堂的特点之一，在高校思政课教

学中，若是采用大班制，则容易导致一些学生在课堂互

动中浑水摸鱼，不利于所有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更重

要的是，大班制下的互动讨论或是授课，让老师疲于应

对，无法集中精力管控整个教学课堂和关注每个学生的

心理需求和学习期待，长久下去，对分课堂也会变成僵

化的教学模式。

对分课堂是伴随着教育理念改革所产生的一种新兴

教学模式。其主要是结合了教师讲授、课下内化吸收和

学生讨论发三段式教学模式，对分课堂能够有效地调动

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从而有效地激发学生参与到课程

学习、思考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传统的高校思政课教

学活动中，由于采用的教学模式过于僵化，学生在思政

课上呈现出消极、被动的学习状态，对分课堂有利于摆

脱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困境。因此值得进一步的推广

和优化。

1  对分课堂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1.1 对分课堂的应用能够构建良性教学关系
传统高校思政课教学采用以教师为主体的填鸭式的

教学方法，高校学生是思政课的被动者，开展思政内容

学习时，学生都是应付性地完成相关理论知识的背诵，

不能够将思政课教学内容同生活实践相结合。而对分课

堂搭建起一种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新范式，教

师会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认知水平等，制定全新的课

堂教学内容，同时教师也会组织学生展开讨论活动，在

师生活动过程中将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整合在一起。在

这种教学关系中，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以被全面调

动起来，形成良性的高效的课堂关系。

1.2 对分课堂的应用能够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和
效率
基于上述可知，对分课堂改造了课堂关系，打破了

传统僵化的教学模式。在新的时期下，对分课堂更是让

第二课堂、微课等新的教学手段有一个具体高效应用的

机会。如，在教师课堂传授活动中，教师利用微课小视

频制作的方式，将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战争的时间脉络

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危害进行总结和归纳，并且预留

探究性的思考问题，询问学生在近代，清王朝是否有可

能避免遭遇鸦片战争，如果可以避免，那么他们需要如

何做。学生在课下通过对这一微课内容的观看和学习，

展开讨论研究，最终得出关于中国近代史系列战争的正

确的认知和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准确认知。可以说，在对

分课堂中，分阶段式的教学流程，让各种各样的教学手

段可以得到有效应用，更能让学生一点点将思政内容内



- 1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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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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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对分课堂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应用策略的优化创新

3.1 为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提供必要的教学资源
对高校思政课教学活动而言，对分课堂教学模式要

想继续发挥高效的教学作用，得到较高的人才培养效果，

必须能够为对分课堂营造必要的教学环境，让思政课的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得到有效应用。

第一，搭建起小型的思政课活动。高校思政课教学

中往往采用大课式教学，一个专业的多个班级一起完成

思政学习。但是在当下，要求高校的教学教务管理部门

能够依照对分课堂的教学特点和教学要求，制定起小班

制的教学活动。

第二，招聘更多专业素养高的思政教师。高校思政

课是由多个课程一起组成的一个思政体系，当前存在思

政课教师专业性不够、人数不够等情况，这严重制约着

对分课堂模式的应用和效果的发挥。对此要求能够招聘

更多的思政教师，提升现有思政教师的教学专业知识，

以较高的思政素养和专业知识展开教学活动。

第三，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引导学生形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在高校思政课堂中，需要学生形成较为自

律的学习习惯，展开课前预习，课下内化知识和巩固练

习。但是若是单纯依靠高校学生自己是很难实现的。对

此要求高校能够适当地建立起晚自习、早读等学习制度，

确保学生能拥有一个集中学习、思考的时间，也让对分

课堂的讨论互动拥有更广阔的平台。

3.2 基于对分课堂模式搭建全新的思政课教学
体系
第一，确立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在传统的高

校人才培养活动中，对思政课的重要地位认知不够清晰，

因此导致高校思政课教学呈现出相关教学资源不够，教

学重视程度不足等情况，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究应用

更是阻碍重重。对此要求高校要能够树立全面发展的人

才培养理念，重视思政课在学生人才综合素质提升中的

积极作用。更能够正确认识到对分课堂在培养学生的创

造性和创新性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如此才能够为

对分课堂模式的应用营造良好的思政课教学氛围。

第二，重新规划设计思政课教学内容。现有的思政

课教学活动的目的就是将思政教材中的内容填鸭式地让

学生知晓、理解，真正的思政课教学的关键点和重难点

知识并没有得到重视和强调。因此导致对分课堂成为流

于表面的形式。若重新规划设计思政课教学内容，突出

重点内容、关键内容、一般内容的方式，则在对分课堂

中，教师可以对一般内容进行理论传授，而对于重难点

内容则可以组织学生展开讨论互动，由此内化成学生的

综合素质能力。如，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中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中一

般的知识内容则是改革开放的世界背景，中国所形成的

系列开放理论知识。而重难点知识则是为何是提出这些

开放理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为什么会出现。这

就需要学生能够统筹知识，在讨论的基础上，掌握好新

常态经济形式的趋势和特点，确定“一带一路”发展策

略是否满足了当下的发展要求。

第三，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对分课堂教学模式

中同样需要教师展开理论知识的传授，还需要让这些

理论知识具有延展性的特点，能够激发起学生思考讨论

的欲望。在传统的照搬全书的教学方式下，学生容易走

神、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思考的动力不高。因此教师更

应该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来活跃课堂氛围，吸引学生

学习兴趣。同样地，在上文提到的教学实践案例中，针

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的教学中，教师首先采用

微课教学手段，通过改革开放前后十年的中国社会的对

比，激发学生对于该课堂的兴趣。之后完成相关理论教

学。然后采用问题教学法，利用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将

学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课堂内容中，最后是通过分组讨

论的方式，让所有的小组都能够形成竞争关系，将小组

讨论的结果和成绩纳入学生的平时成绩考核中。可以说

在多样的教学方法下，学生对思政课的学习兴趣和效率

一直都可以处于优化值。

4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在教学理念中仍旧是以教师为主体开展课堂教学活动，

在教学内容上呈现重理论知识轻实践应用，在教学手段

上呈现出教学方式单一等不足。而在新的时期，打造新

的高校思政课堂势在必行。对分课堂模式能够有效地改

进传统教师填鸭式的教学模式，确保教学任务展开准确

到位。但是事实上，当前在高校思政课教学实践中，对

分课堂模式的应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要求做好优

化改进。通过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展开差别性教学；

再到发挥教师的主导性，提高师生互动性，最后借助多

种教学手段来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强教育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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