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

2023 年 1 月  第 5 卷  第 2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教学探索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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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的重要任务，是

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目前，大中小学思想政治

理论课一体化建设存在课程内容缺乏衔接性、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师资队伍数量短缺和专业能力薄弱等问题。

针对存在的问题，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解决与完善，如加强课程内容的衔接性、完善课程评价体系、充实

思政课教师队伍和提升专业能力等。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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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school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people.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uch 
as lack of cohesion of course content, imperfect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shortage of teachers and weak professional 
ability.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solve and improve,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hesion of curriculum content, improving the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enriching the tea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and improving professional abili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en the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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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是学校有意识的帮助学生获得知识和培养能

力的重要因素，思政课承担着育人的关键任务，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渠道，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新时代统筹推进思政

课一体化建设，需要了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的内涵和意义，并挖掘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找到解

决问题的措施，对促进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1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教育实践活动，思

想政治理论课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形式。所谓“一体化”，是指将若干分散的主

体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和措施，使其形成一个相互

包容、相互合作的整体。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建

设就是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贯穿于小学、中学和大学各

个阶段，有机整合，形成教育合力，更好地实现育人

目标。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内涵可从横向和纵

向两个角度理解。从横向角度看，贯通性是主要特征，

指的是在横向维度上教学目标与教学理念前后一致，

概念、观点、理论要逻辑严谨，教学内容要符合不同

学段学生的认知水平。[1] 同时，把思政课程与课程思

政相结合，整合线上资源与线下资源，发挥家长、学

校和社会的协同作用，打造全员、全方位和全领域的

育人格局。从纵向角度看，主要体现为衔接性，即根

据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大中小学不同学段学生的身心

发展规律，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采取适

当的教学方式，加强小学、中学和大学思政课的有效

衔接。

2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意义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2.1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

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是我国教

育的根本任务。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正处于身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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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三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在此阶段对其进行正确的

教育引导尤为重要。思政课承担着育人育才的重要使

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针对不同阶段学生的

发展特点进行具体化的教育教学，循序渐进，将小学、

中学和大学的思政课程进行有效整合与衔接，有利于

满足不同学段学生的需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整

合多种教学资源，贯穿学生的每一发展阶段，全过程、

全方位、全员育人能够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2 搭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交流的重要平台

思政课教学是一个由各个部分形成的一个完整的

体系，某一部分或某几个部分过于独立则会导致整体

的功能下降，思政课教师是推动思政课发展的一个关

键部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推进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创建了互

动交流的平台，拓宽获取信息的渠道，有利于思政课

教师互相分享教学经验，共享教学资源，深入了解不

同学段的教学内容，加强小学、中学和大学思政课程

的有效衔接，发挥不同学段思政课教师协同育人的作

用。

2.3 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大中小学之间横向协同合作、纵向有效衔接，有

助于形成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首先，促进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

思政课教师可通过教研会、研讨会等活动与其他学科

进行互动，挖掘共同的课程目标，将思想政治教育有

机融入各门课程的教学和改革，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

引领的有效结合，推进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 [2]。

其次，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使不同学段的思政

课有机的形成一个整体，掌握每一学段的特殊性，制

定符合不同学段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保持每一学段之间的衔接性与贯通性，顺应课程改革

与时代发展的要求，从而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3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1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 课程内容方面，缺乏衔接性

在思政课教学活动中，相应的教学内容是必不可

少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需要保持不同学段

教学内容的衔接性和贯通性，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教学内容存在相对独立、重复和倒置等问题。一方面，

小学、初高中和大学各学段的思政课内容相对独立，

各学段的教学各自为战，缺乏前后衔接和知识的贯通，

使学生难以从整体上把握课程内容。另一方面，在课

程内容的设置与编排上，存在重复与倒置的现象。内

容的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重点内容的理

解与把握；内容的倒置，教学内容超前或滞后于学生

当前阶段应学内容，缺乏课程内容的整体衔接性。加

强课程内容的衔接性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应

重视的问题。

3.1.2 教学评价方面，评价体系不完善

教学评价是衡量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质量

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能够及时对实践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反馈。当下，大中小学各学段思政课教学评

价主要以学生德育评价和教师教学评价为主。学生德

育评价更多侧重于在一学年结束或一学段结束对学生

的思想品德进行评价，教师教学评价则主要侧重于对

教师的教学内容、教学能力等进行评价，二者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学生德育评价不全

面、以考试分数为主要评价标准；教师教学评价形式

化现象较为严重、缺乏真实度等。同时，二者评价间

隔时间较长，缺乏实质性的互动，延长了及时解决问

题的时限，教学效果甚微。评价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是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一部

分。

3.1.3 师资队伍层面，教师数量短缺，专业能力

薄弱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是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内涵式发展的主体。建立全学段教师育人共同体是

实现大中小学思政课各学段之间教学有效衔接、循序

渐进、螺旋上升的关键。[9] 近年来，大中小学思政课

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存在一些较为

明显的问题。一是思政课教师数量短缺，有些学校思

政课教师的配比并未达标，导致一位教师承担多门思

政课程，课时量远远超过了最低课时量的要求，加大

了教师的压力。另一方面，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专

业能力较薄弱。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专业能力有一

定的差距，有的教师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而有的教

师专业能力薄弱，缺乏对专业理论基础的掌握，不能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大中小学思政课联系性的把

握有所欠缺，这直接影响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的进程与质量。因此，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中应该加强对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数量与专业能力

提升的重视。

3.2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对策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必须发

掘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解决。针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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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可采取以下三个措施：

3.2.1 加强课程内容的衔接性

课程内容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为促进师生互动、完

成教学目的而形成的素材和信息，不仅局限于教材中

所要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与技能，还包括思想与观点的

灌输和行为习惯的培养。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应首要解决的是不同学段课程内容有效衔接的问

题。其一，教材作为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在教材的

编排上要注重衔接性，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

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设置不同的教学内容，从小

学、中学到大学的课程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应

是层层递进、螺旋式上升的，因此，在编排教材内容

时要关注不同学段课程内容的衔接性，前后学段完成

很好的过渡，加强课程的联系性，使学生从整体上把

握思政课的内容，避免出现片面理解的问题。其二，

要科学设置教学内容。学生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渐进

性的特点，这就要求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要遵循不同

阶段的学生的发展规律，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内容，

循序渐进，使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思政课完整衔接，

达到综合育人的效果。

3.2.2 完善课程评价体系

建立完善的思政课课程评价体系，不仅可以及时

且全面的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而且可以帮助思政课

教师发现自身的不足，提升教学实效性。在大中小学

思政课评价体系的建设中，首先，要提高学生德育评

价的全面性，不以学生的分数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

素质教育要求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对学

生进行评价时切忌一刀切，要从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进

行完整、客观地评价。其次，要确保教师教学评价的

真实性，“评价是检验、推进思政课一体化的重要手

段”，[4] 避免在评价中出现形式化、走流程的现象。

其三，要缩短学生德育评价和教师教学评价的时间，

特别是教师教学评价的时间，大部分学校在一学期课

程结束时对教师教学进行整体性的评价，这并不能使

教师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

可在每节课或一阶段课程结束后使用评价软件等方式

对教师教学进行评价，使教师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提升教学质量。

3.2.3 充实思政课教师队伍，提升专业能力

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其关键在

于优化思政课教师队伍，[5] 提升思政课教师专业能力。

针对现阶段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可

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充实思政课教师队伍的

数量。根据相关要求，小学、中学和大学等各个学校

的思政课教师数量要与学校的学生数量相匹配，解决

思政课教师数量短缺的问题，适当的扩大教师队伍，

科学分配课时量，减轻教师过量的教学负担，提升教

师的教学质量。第二，提升思政课教师的专业能力。

大中小学各个学校要重视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定期举办相关研学活动，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之

间的学术交流，教师自身也要加强理论基础的学习，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4 结语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不仅是一个理论

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其在发展中仍存在许多困境，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全方位全员

全过程的育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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