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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立德树人的核心课程。作为思政课教师，

我们肩负培养时代新人的重任，对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应该有更深刻的思考。本论文就如何上好

思政课，提升课堂抬头率，关于思政课教学方法的几点思考。

1  上好思政课，首先要深入研究、领会教材内容

1.1 深入研究教材，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过程的主要依据和教学资源，我们要深

刻学习、研究、领会教材内容，才能为更好地做好教学工作准

备充实而丰富的内容。党的十九大以来，对思政课的课改，作

为思政课教师更应该深入理解新教材，新内容，用正确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去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

接班人。中央党校原校务委员、副教育长韩庆祥教授于2019 年

6 月，出席2019 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总第

10 2、1 0 3 期）开班式，并作了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导读”的报告。同时对于我们思政

课教师在教学中如何更好地向学生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提出，如何实现“三进”？其中就强调，要思政

课教师理直气壮讲好思政课，要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思想的

时代背景、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要

深入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

义；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推

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进一步深入人

心，实现思政教育教学的目标。

1.2编写重难点突出、层次清晰的教案

教案是教师有效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根据教学大纲

和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情况，理论实际相结合组织教学过程的

具体计划安排。要使教学过程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必须编写好

内容详尽的教案，层次清晰的教案，它是教师现实理想教学效果、

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思政课程所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包

括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等。以“概论”课

为例，宏观上：涉及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主

要内容、历史地位；具体来说包括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生

态、社会、祖国统一、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党的建设、外交等

方面。教材由于受篇幅限制，注重的是理论的来源、理论形成的

过程、理论的基本含义、理论的提出的背景和意义等，因此使教

材显得单调、枯燥，这也正需要我们思政课教师依据教学大纲编

写教案，丰富教材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内容丰满、论据

充分、层次清晰、逻辑性强，更易于学生接受，从而达到理想的

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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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的时代，也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铸魂育人、培养时代新人，是每位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重任。而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教学方法是否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发展特点，是教学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本论文就关于思政课教学的方法，谈谈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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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重教学方法、增强课堂吸引力

2.1引导学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

指导思想。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根本途径，就是

要悉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的理论基础,深入研读马列经典著作有助于提升思政

课的教学质量。但是实际研读经典著作出现了各种现实困境：

经典著作一般篇幅较长、内容抽象，理解也有一定难度，所以

很多学生就会产生畏难情绪，不愿读、不敢读，有的学生也去

试着读了，但是只是初步理解其大意，没有深入思考研究。所

以对于经典原著的研读也是我们教学过程中要抓的重点。引导当

代大学生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理解和把握其深刻内涵

和意义，并将其运用到具体学习实践中，提升其综合素质与能

力。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应该融会贯通，适当应用，提高

课堂吸引力、感染力，提升教学效率。

2. 2 思政课教师要有“三心”，“细心、耐心、仁爱之心”

作为思政课教师，我们要敬畏、热爱讲台，更要做到学生

真心喜爱自己的课堂。如何让学生喜爱自己的课堂，最重要的

是让授课变得生动有趣味，增强课堂吸引力，其前提是作为教

师的你得有“细心、耐心、仁爱之心”。尤其是面对高职的

学生，其基础相对薄弱，我们要因材施教。对于我们的工作不

仅仅要一丝不苟，对于学生学习的反馈也更要仔细，课堂不是我

们教师自己表演的，需要学生的参与与互动，才能得到最佳的效

果。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些高职学生特别的热爱学习，

渴望学习，往往他们也会有一些问题请教我们，我们更应该以身

作则，热情、耐心的讲解。学生是需要引导、塑造的，我们一定

要做好这个思想上的引路人，对于学生要细心、耐心，要有仁爱

之心。思政课教师担负着培养时代新人的光荣使命，要理直气壮

开好思政课，不断创新教学方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培养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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