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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分层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林　芳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分层教学的研究较少，仅有的研究仅仅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或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

没有着眼于整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分析得不够全面，缺少针对性。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铸魂育人的重要使命，分层教学改革与实

践培养新时代的大学生坚持正确导向、紧扣问题逻辑、肩负时代使命的教育目的，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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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层教学

早在中国古代就有孔子根据“个体差异”实行“因材施教”

分层教学的实例。在中国革命征程中，为了尽快培养出大批农民

革命领袖和军政人才，毛泽东提出过“十大教学法”，其中“由

近及远”“由浅入深”的启发式教学法就是分层教学的最好尝试。

二、分层教学的指导意义

20 世纪初为了应对移民儿童问题最早尝试分层教学的是美

国。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界逐步引入分层教学的概念，在很多领

域进行了关于分层教学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工作。马克思主义思想

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在“化大众”的

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分层教学显得非常重要。因为社会是由不

同的成员、群体所组成的，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是有先进、中

间和落后之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呈现了差异性，个体性。因

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分层教学改革研究很有意义。

首先，分层教学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和差异性，重视学生对教

学的参与，引导学生学会自我管理，学会合理分配时间，有利于

他们今后的个性化学习、非正式学习，实现终身学习。打破了传

统思想政治教育“大一统”的教学模式，形式不拘一格，内容有

声有色，成果丰富多彩，教学效果明显。分层设计的“教”与“学”

的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教育效果。其次，分层教学

研究有助于促使教学手段的多样化，为探讨教师在新技术下教学

形式、方法、定位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数据。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一）教学对象针对性、时效性不强

时代性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基本属性。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根据高职院校学生的不同特

点，坚持政治性、专业性、趣味性相统一。如不同专业、不同年龄、

不同知识结构等制定符合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目标，而有不少教

师在对学生进行此门课程教育时缺乏针对性，以偏概全。

（二）部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滞后，教学模式单一

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存在不少教师的教学模式较单一，主

要以课堂讲授为主，即使采用多媒体教学，也是停留在 PPT 讲解

的层面上，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学生接触实践的机会较少。

（三）课程设计不够合理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如“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

内容与学生的学习实际、职业需要、专业需要等内容缺乏深度融合，

应在教学中进行价值整合。

（四）教学考核评价不够全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评价要坚持知识性评价和价值性评

价相统一。部分高校考核形式单一，传统闭卷考试、PPT 答辩或

者是小论文，不能有效的检验和考核不同层面学生的教育效果，

这与培养学生树立世界视野、国情意识和问题意识，增强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外连社会实践、内连

学生心灵”的目标是相分离的。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分层教学改革的路径浅析

（一）教学对象分类。

在深入研究教材体系和对大学生各专业群体特点进行调研的

基础上，学生专业分为文史类、理工类和艺体类三大类型。例如

在《概论》课实践教学中，理工科生可以侧重参观考察环节的设计，

以参观当地博物馆、纪念馆为主要内容，在“现场感受”中理解

书本的理论知识。

（二）教学内容分类。

教学内容设置合理、科学、有序是分层教学与分类指导的重

要环节。根据高职院校的实际情况可按专业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两

大类设置课程。专业必修课，是指国家规定必须修完的基本课程，

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课程。另结合学生兴趣爱好和专业特

色开设职业道德、红色文化十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等进阶课程。

（三）教师特色分类。

教师和学生一样，不同性格、教育背景也使教师的差异性非

常明显。鼓励教师发挥个性，结合教师教育背景、研究专长、擅

长领域分教研室、分教师、分学院、分专业授课，术业有专攻，

形成鲜明的教学风格和特色，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品牌。

（四）培养目标分类。

培养目标包括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总体目标是指国家对专

业培养的目标要求，具体目标是指学院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性格特征以及对未来职业理想要求确定的分类

目标。针对学生掌握知识的不同情况，设置各个层次学生在教学

活动中所要达到的不同学习目标，从而有针对性地教给学生不同

的知识，培养学生不同的能力，大致分为基础班、提高班和拓展

班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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