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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思政课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双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胡黎香　何红娟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陕西 西安 710130）

摘要：近年来，关于课堂教学中教师的主体地位的研究愈来愈丰富，学者们在研究之余，也在不断思考如何真正实现课堂教学中教

师的主体地位。西北大学赖绍聪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就很深入，他提出应该在深化教学改革的基础上，强化课程的思政方向。笔者认为，

我们在强调课堂教学中教师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学生这一教学实践主体。以往的观点总是将学生作为教学实践活动的客体

来对待，这种观点指引下下的教学实践过程，势必将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过程对立起来，十分不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本文将

从思政课的教学实践过程来深入分析教师和学生的双主体地位，以此来寻求实现思政课教学效果提升新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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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思政课教育的“栅栏效应”

“栅栏效应”这个词可能很多人听起来还觉得有些陌生。其实，

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之下恢复高考制度后，高等教育

在中国已经实行了四十多年。我们从最初的高等教育的摸索进行

阶段，到如今的深入思考阶段。如今的很多学者提出，我们是不

是作为育才又育人的高等教育应该打破自己已有的认知，深入思

考一下在大学思政课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栅栏效应”。

在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几近普及化的时期，高校对于本科生

的教育也从曾经的精英式理论研究教育向大众式应用型教育倾斜。

再加上相当部分的家长和学生本人对于大学认知的偏差，即认为

跨进大学校门就等于完成了自己的（家庭教育或学业）使命。因此，

本科生的学校教育就成了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教育者都甚为忧虑

的教育难题。我们今天往往习惯用高校的学风及学习成果评价来

评判一个高校在高等教育方面投入及产出的比例。这也成为社会

大众对于高校高等教育的教学成果评价的标准。

大学思政课教育和初高中阶段的政治课教育有着相当大的不

同。大学的思政课一方面扮演者帮助学生成才的重要角色，另一

方面，还要帮助学生成长为一个全面的、有担当的、有着健康的

独立人格的人。所以，当这两种角色都要扮演好的时候，自然就

出现了大学教育者的分工问题。由于知识背景的差异，以及角色

分工的不同，大学教育者们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针对

教育的交叉管理现象，或者空白管理现象。所以，打破大学教育

的“栅栏效应”，实现管理者和教育者有效合力、相互补充，成

为大学思政课教育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作为我们学校曾经的学生工作管理者，如今的课程知识教

授者，对大学思政课教育中出现的分工问题感触颇深，也发现作

为教育者，不应当把自己先用栅栏围起来，而应该一方面多学科

交叉学习，另外一方面加强自己的管理能力，并适时发挥自己的

管理能力。

二、学风评价体系对大学思政课教学实践的影响

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型经济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大

学教育的重要性。大学教育者自身也很看重学校的发展和社会声

誉。那么，社会大众如何通过自己的认知来了解大学教育中学生

的学习效果呢？更多被社会大众所认可的一种评价标准应该就是

学校的学风。

缘何今天高校的学习成果评价需要同学风评价紧密结合在一

起？大量的教育实践形成这样一种教育规律：学风影响学习效果，

学风就是教育质量。一个有着良好学风的高校，学校的教育质量

一定堪称一流。小规模团体的学生有着良好的学风，会促进大规

模团体的学生形成优良的学风；一届优秀的学子，会带动后面几

届优秀的学弟学妹。这样的学风会不断地延续下去，形成良性循环。

学生有着良好的学习风气，也会大大促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

地突破自己，用一系列有说服力的科研数据和熟练的教学技能来

提升自己的教学质量。外部的督促力量和内部的认知提升，共同

夯实了学习效果和教育质量的基础。

重庆邮电大学杨德山老师的学风研究指标体系，为我们一线

的教师提供了一个打破自我认识边界、找寻实现教育良性互动的

全新视角。在以往的自我认识中，我也清楚教育管理和教育教学

之间的关联，也在尽可能做到和学生的辅导员加强沟通，了解每

个学生的学习基础、性格特征，以期实现思政教育的最大效用。

但是，由于不了解管理和教育之间具体的指标差异，不了解我们

学校和其他院校在教学和管理方面的异同，导致我在思政课程教

育的过程中，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

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不仅是让大学生了解世界、了解自己的

课程，更是帮助大学生们在大学学习的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

学习方法、辩证地看待周围的事物，在了解世界发展形势之后，

满怀信心、感恩祖国，在踏入社会后怀抱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齐家、治业、济天下的一门学科。所以，我深切地感受到，只有

加强和学生工作管理者们的沟通，才能发挥合力，实现教育良性

循环。也只有实现这种良性循环，提高学风建设才不是一句挂在

嘴边的口号，大学的思政课教育才能真正发挥出它应有的实质性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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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政教教学实践中学生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告诉我们：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

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人类的实践活动有其重要的三要素，即

主体、客体和中介。在刚踏入教师领域的那几年，我一直认为教

师讲课这个实践活动的主体就是教师，学生是客体，课本和多媒

体等教学辅助工具是中介。这个不正确的认识让我在思政课的实

际教学中总是觉得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直到在一次的实际教学

中，一位教授在听课的时候，给我指出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

如果把学生当成教学活动的客体，那么很多时候，学生会处于一

种被反映的状态，而不是主动反映的状态。我才恍然大悟，终于

明白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教学效果不理想的原因。

迄今为止，我们的教育理念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影

响时间较长的传统教育理念就已经提出了教育的“培养”作用和

教师的主体地位。关于教师的主体地位这一点，长时间的教学理

论以及教学实践，让我对此的感受尤为深刻。

当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的时候，他能够引导整个教学过

程朝着更加健康和合理的方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告诉

我们的，实践活动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这样的教学活

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客观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加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十分必要，这也是

保障教学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础。

四、思政课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双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很重要，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

参与者，也十分重要。以前的观点总是将学生纳入到教学活动的

客体地位，这样一来，教学活动就变成学生被动吸收的活动，教

学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本文将从思政课教学实践中的教师和

学生双主体地位这个方面进一步深入分析教学实践中教与学的相

互关系。

教师的主体地位，首先来自于教师本身的职业特点。作为传

道授业解惑的育人之师，不仅承担者为学生解答知识方面的疑惑，

还承担者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对学生人格品行的价值引领。其次，

教师的主体地位还来自于教师本人长期的教学经验。一位刚刚步

入教学工作岗位的老师，在第一次站到讲台上的时候，想要浑然

自如的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还是有些难度的。想要用自己的专

业学识和人格魅力来带动学生，形成非常出色的教学过程，需要

时间的打磨和阅历的积累。最后，教师的主体地位，还来自在教

学实践中，教师看待学生的教学地位。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我们

把学生当成教学活动的客体来对待的时候，我们的教学过程，更

多的只是单一的灌输过程，反馈几乎没有。然而，当我们教师转

变思路，将学生也纳入到教学活动的主体中来，实现教学双主体

的时候，效果会呈现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良性循环。当教师和学

生都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的时候，知识就是客体。教师和学生会

在无论是课上还是课下，都对知识的来源和发展进行或独立或联

合的思考和探讨。学生作为教学主体的时候，会激发他们无限的

思考力和求知欲。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每一点进步和成就，不

仅是别人对自己的认可，更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可。这种来自内心

的肯定，会让人有学习的动力和成就感。同时，当学生作为教学

主体的时候，他们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

教师和学生不在是教学的对立面，而是教学的统一体，彼此会相

互影响、相互促进。

再来谈谈思政课的实际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双主体的重要性。

思政课作为大学阶段的公共课，对学生尤为重要。它不仅承载着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他还

对学生在以后的人生阶段处理人际关系、工作关系以及家庭关系

等方面，都能给予重要的方法。然而，这样一门重要的课程，却

被很多学生当成专门的“睡觉课”。我和同行一起探讨过，究其

原因，大部分学生觉得思政课就是“洗脑课”，没有实际的应用

意义。它不像专业课，学好了还可以掌握一门专业技能。思政课

学好了，最多就是能得高分。这样不正确的认识，在大学生中已

经形成一种流行的观点。其实，这还是教师在思政课堂中没有把

学生放在和自己平行的位置来考虑，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让

学生感受到思政课对他们生活的指导意义，他们会努力想要和老

师共同探讨思政课和现实结合种种现象。比如，我在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课程里面讲哲学观点，讲到辩证思维方法，我就用自己

的真实案例和他们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做为分析的材料，学生听了

以后深受启发。他们告诉我，以前一直听老师讲马克思主义是理论，

更是方法论，自己没有感受，现在感受特别深刻。所以，这就是

双主体教学的魅力。

现代的教学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教师和

学生双主体的教学过程对教学的环节和效果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学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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