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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定位及思政课程的课程思政内涵与依据
1.1课程定位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高校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主

要课程，包括马原、思修、毛概、近代史纲要、形策这五门基础
公共课程。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主要讲授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引导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以指导实践生活，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思考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现实中，由于思想政治课
程内容偏理论化，在民办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学生普遍只重视专业
课程而对其重视程度相对不足，导致课堂往往消极怠慢，甚至玩
手机、逃课现象频发。所以，对于如何有效吸引学生关注思政教
育、参与课堂，需要我们在讲好思政教材中那些显性的理论知识
之外，探讨出一条思政课程背后隐性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丰富
思政教学、化育人心。

1.2思政课程的课程思政内涵与依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为其他几门思政课程提供理论

与方法指导，具有很强的理论与思辨性。而且马克思作为一位逝
世近一个半世纪的思想家，如何将其理论与我们当下的生活语境
结合，落实“立德树人”目标，这是我们无法绕过的问题。“立德
树人”重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因此将思政
课程“立德树人”这个显性的教学理念落实到隐性的生活价值层
面便成了我们思政老师要重点关注的环节。思政课程谈课程思政，
就是强调要充分挖掘生活中那些隐性的思政元素并将其作为课程
思政的内容融入到思政课程的显性教学当中，发挥其“润物细无
声”的隐性教育功能。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是思政育
人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才能构建全员
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格局。因此本门课程思政教学依据《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目标，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理念，利用与我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微信朋友圈对学生开展“身
边的思政课堂——每周朋友圈大事件”课程思政教学。强调理论
的具体运用、剖析，利用微信朋友圈、课堂派等平台，延伸课堂
教学，让思政理论真正融入进学生的生活，在“每周朋友圈大事
件”中进行课程思政，紧密理论与生活实践的关系，让每一位学
生感受到身边的思政大课堂，真正学有所感、学有所思、学有所
用。做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考分析身边大事件，解决问
题，从而提高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实践能力，深入社会生活实
际，了解国情民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象具体化和日
常生活化，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落实
立德树人中心任务的时代使命[1]。

2　“朋友圈大事件”课程思政教学思路及方法路径
2.1“朋友圈大事件”课程思政教学思路
出于被关注的需要和对成就感的渴望，00 后大学生普遍对

微信朋友圈有热切的关注，因而在思政课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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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德树人是高校培养人才的根本任务，思政课程作为高校培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主阵地，更需要做到全方位、全过
程育人的效用。思政课的“立德树人”重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思政课程谈课程思政，就是强调要充分挖掘生
活中那些隐性的思政元素并将其作为课程思政的内容融入到思政课程的显性的理论知识教学体系当中，发挥其“润物细无声”的隐
性教育功能。为此，将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微信朋友圈大事件”融入到课程教学，是思政课的“课程思政”可尝试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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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通过创新教学内容、手段，鼓励挖掘“每周朋友圈
大事件”中的思政元素，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入到大学生所
喜闻乐见的朋友圈大事件案例剖析中，理论联系生活，以此进行
原理课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上，凡是有益于引导学生深入社会
生活实际，了解国情民情，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树立学生远大志
向的，都可作为课程思政的丰富素材。就形式而言，凡能调动学
生参与积极性的图片创作、电台播客、抖音短视频、相声、辩论
battle均可采纳。要在案例剖析中，引导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分析、解决问题，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哲学思维能力。

2.2“朋友圈大事件”课程思政教学方法路径
运用微信朋友圈进行思政教育，需要对朋友圈中碎片化的事

件进行筛选、分析、整合、重构。我的教学设想如下：
（1 ）强化课程思政，落实理论联系实际。每节课前遴选

朋友圈当周发生的具有典型性社会热点话题，以“每周朋友圈大
事件”的微信朋友圈形式发布话题，调动学生积极参与评论。

（2）注重教学相长，体现教学环节中的师生平等，前 5
周为教师本人播报示范，到第6周开始将播报权交由学生分组轮
流上台分享属于他们的“每周朋友圈大事件”。营造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的“互敬互进”氛围。发挥教师引导作用同时，将学习
主动权归还学生，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和“以学为中心”的
课堂。

（3）课程前 5 周：课上，在课堂派上将当周“朋友圈大
事件”以课件形式发布出来，然后组织同学们分组探讨事件背后
相关思政理论，开启课堂派弹幕和评论区留言功能，让大家畅所
欲言；再发布“抢答”让学生各抒己见。或者提炼事件相关论点，
让学生进行“奇葩说”式的辩论互杠，碰撞出智慧的火花[2]。

3　“朋友圈大事件”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创新意义
本教学设计以学生喜闻乐见的社交方式来作为思政素材选择

的切入点，较大程度上抓住了学生的好奇心，吸引住学生的眼球，
既能满足学生表达自我的心理，又贴切他们的生活与时代同生共
气，能引发他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产生共鸣并调动起学生讨论
的积极与热情。而且朋友圈是覆盖面最广、最日常的社交网络平
台，几乎所有同学每天都会在上面分享或关注评论身边的和社会
热点事件。而且朋友圈大事件的普遍性与当下时效性也能证明

“马克思主义”从未过时，他所探讨的话题于当下依然具有效用，
让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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