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52021 年第 3 卷第 12 期 课程研究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课程改革与实践
——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为例

纪文梅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在探索“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借助信息化教学平台，

开展混合式教学。明确教学改革目标，制定改革举措，总结改革成效，提高课程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提高教师的自信心，提升学生的思想水平，

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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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找准

课程定位，明确改革目标，制定改革举措，不断总结教学成效，

提高课程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提高教师的自信心 ，提升学生的思

想水平。

一、课程改革的主要目标

（一）明确课程性质，找准课程定位

“思想道德与法治”是一门融思想性、政治性、科学性、理论性、

实践性于一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教育部规定的高等学校学生

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核心课程，也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渠道与主阵地。本课程针对大学生成长过程

中面临的思想道德和法治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

法治素养，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确定教学主题，分析教学对象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内容分为“1+6”，也就是“1 个

绪论 +6 个章节。整本教材的逻辑线条是：在“绪论”提出培养时

代新人的历史使命之后，就以“人生选择”为起点，进行“理想

信念”“精神状态”和“价值遵循”的思想引领，再进行道德观

和法治观的素养教育；职业院校学生，既有这个时代青年学生的

特点，如思考能力强、话语权要求高、知识面宽广、容易焦虑，

又有职业院校学生的特点，如动手能力较强、学习能力相对弱、

不注重思政课的学习等。

（三）明晰改革抓手，开展混合式教学

本课程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

为主导”的教育理念，以教学考核评价为抓手，借助信息化手段

开展混合式教学，强化过程化考核，丰富实践教学内容，引导学

生知行合一，做到学习过程可管控、学习行为可记录、学习成效

可测评。

（四）抓好团队建设，做好教学管理

一门课程的教学效果，不是靠那一位老师就可以做好的，需

要教研室老师齐心协力，团队建设至关重要；提高教学管理能力，

对教学过程各要素加以统筹，使之有序运行，提高效能。提升教

研室整体的混合式教学水平，推进无纸化教学管理。

二、课程改革的主要举措

（一）借助新媒体技术，全员、全过程开展混合式教学

全员开展：从 2017 年开始，教研室开始探索开展混合式教学。

从蓝墨云班、阔知平台到超星学习通，从个别老师的探索应用到

教研室整体开展混合式教学。截至目前，“思想道德与法治”教

研室专职教师 6 人，兼职教师 3 人，全部使用超星学习平台进行

授课；全过程开展：体现在“建设课程体系，布置课前学习任务，

组织课堂教学，线上提交作业，记录平时成绩，做好数据分析，

组建课程题库，完成期末考试，做好教学成绩统计。

（二）做好教学设计，保证混合式教学效果

在集体备课过程中，除了把握知识点和理论逻辑关系之外，

重点讨论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过程中，如何把信息化手

段融合进去，保证混合式教学的效果。经过集体讨论，重点将教

学环节设计好，体现信息化手段。分为课前布置任务、建设资源、

建立章节任务点，课中管理课堂、开展小组活动、发布签到讨论

抢答等教学活动，课后布置作业、批阅作业、及时反馈等。

（三）开展实践教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思政课一般是中班教学，学生人数在 50-100 人左右，开展实

践教学难度就是时间紧张、质量难以把控、个别学生参与感不强、

学生的反馈评分不好统计。借助信息化手段，开展实践教学，提

高了教学效果，既能抓住“点”，又能照顾到“面”。根据教学

内容设计实践主题和形式，如“我的大学我做主”之情景剧表演，

选题包括大学生活规划、宿舍关系处理、奖学金如何获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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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自己的财务等；“我心中的英雄”之 PPT 小组汇报，围绕理想

信念，讲英雄的故事，向他们学习，引导学生立鸿鹄之志，担民

族复兴大任；“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之小视频展示，结

合中国精神的相关内容，走进思政实践教学中心，等等。利用超

星学习通平台，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任务病提前上传作业，

教师可以批量检查、记录、指导，保证实践教学的顺利进行和教

学效果；可以进行小组评分，既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生

的参与感，又能管理好课堂，及时准确地记录成绩，保留实践教

学的数据材料。

（四）发挥好教研室作用，提升课程教学效果

在组织开展教学的过程中，发挥传帮带的作用，整体推进。

一是互相学习、讨论如何教案开展混合式教学，充分利用超星学

习通的功能；二是督促检查，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信息化教学

水平，保证教学效果；三是进行教学评价改革，从内容上更注重

过程化考核，从形式上要求成绩的记录全部依靠学习通，既能记

录学生的学习行为，又能进行过程化的监控，为教师的教学和管

理提供数据；四是实现无纸化教学文件管理和成绩管理，要求期

末统一导出成绩，进行分析，并将结果粘贴在教学日志保存，引

导教师能够认真设计平时成绩考核内容，熟练使用学习通平台，

做到准确无误、公平公正地记录平时成绩。

三、课程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课堂“活了起来”

学生普遍存在重技能轻思想的心理，更加注重专业课程的学

习，对思政课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在学习态度上相对比较消极，

在课堂的表现比较懈怠。这就需要教师一方面在理论知识上下功

夫，“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

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另一方面在教学设计和课堂管理

上下功夫，运用好信息化的教学手段。“超星学习通”平台的主

要功能是课堂教学投屏、手机翻页，课堂互动形式多样、词云分析，

课堂小测验模板导入方便、易操作，作业提交形式多样等。进行

混合式教学的改革，让课堂“活了起来”。

（二）学生“学了起来”

学生都属于网络原住民，更喜欢新奇的内容。在开展混合式

教学的过程中，一方面将网络与课程结合起来，将手机与课堂结

合起来，看见了与传统课堂的不同，引起了学生的好奇心，在态

度上愿意去学；二是信息化的手段，方便了教师的管理，使学生“不

得不”学。

（三）教师“动了起来”

课堂活起来了，学生学起来了，激发了思政课教师“教”的

积极性。教师得到了肯定，看到了效果，尝到了信息化教学的甜头，

更愿意学习理论的深度，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做好教学设计，提升

了教学效果，提高了教学满意度，提升了职业幸福感，努力做一

名深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

（四）资源“多了起来”

一方面是积累资源方便快捷，可以随时随地将需要的好的教

学资源放在学习通平台上；另一方面是学生学习行为的相关数据

资源保存完整，可以进行大数据的分析，为不断地进行教学改革

提供了可参考可分析的真实数据。

（五）课程“用了起来”

教学效果提升，学生感受到了课程的有用性，不仅仅是体现

在学习和就业的时候，而且是终身受用的。这门课程引导大家追

求“真善美”，不断地去领悟思考“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

能够用学到的知识去应对“学习、人际交往、恋爱”等方面出现

的问题，不断感受生命的美好、生命的意义。

“希望你们继续学习弘扬黄大年同志等优秀教师的高尚精

神，同全国高校广大教师一道，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

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作出新贡献。”作为思政课教师，

要上好思政课，当好学生的引路人，就是要通过不断地进行教

学改革、调整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不断地提高学生对“思

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增强学生对学习理论

知识的兴趣，提升学生明辨是非、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

上好这门课，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也需要思政课教

师一直在路上！

参考文献：

[1] 马列著作选编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2] 艾四林 . 新时代如何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M]，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9.

本文系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混合式教学改革项目的成

果论文。

作者简介：纪文梅，女，回族，宁夏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民族学（少

数民族妇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