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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格局下党史教育情境体验式教学理路探析
邓　楠

（大连工业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34）

【摘　要】本文以“大思政”格局下党史教育情境体验式教学现状调查资料为基础，以深入剖析情境体验式教学构成

维度的内在机理为依据，以党史教育教学改革耦合路径解构和社会心态剖析为重要手段，以搭建与创新人才培养深度融合

的党史教育与技能实践性应用培养平台为主要载体，通过以上四个维度，探索构建系统的、程序的、制度化的“点线面体”

协同培育体系，进一步推动党史教育情境体验式教学路径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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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史教育情境体验式教学路径探索的研究价值

（一）理论的深度：催发内生动力提升党史教育的引

领力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

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富有亲和力和号召力的真理是最

能够打动人心的，而人类的天性便是是追求这些深刻而朴实

的真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为主

线，通过研究探索情境体验式教学来开展党史教育，以事物

的本质属性为核心，以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的规律为根

本遵循，兼顾透彻理论的解释力和逻辑严谨的说服力之间相

辅相成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形成师生间思想的共鸣，做到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不断提升党史教育的实效性。

（二）情感的温度：改进外在形式提升党史教育的亲

和力

党史教育课的课堂教授形式和教学方式往往是大学生能

否喜欢并真正接受党史教育课的诱因。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采

用情境体验式教学的生动形式，注重以情育人、以情感人，

在思想引导与情感催化的共鸣共情中改变教育传递的外在形

式，潜移默化地教育引领学生，深入领略到中国共产党波澜

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勇

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自主自觉地把爱国之情、

报国之志融入到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

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从而在学生的心中播撒下爱国主义

的精神火种，了解和掌握正确的党史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增强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的历

史责任感和使命担当精神。

（三）方法的效度：显性与隐性相结合提升党史教育的

渗透力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通过情境体验式教学方式可以有

效地增强教育教学的亲切感，提升学生在认知过程中的获得

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充分利用隐性教育形式的丰富性、教

育方法的愉悦性、教育效果的持久性等特征，有效发挥其潜

隐性、渗透性、自主性的特点，利用隐性教育因素和显性教

育因素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作用，提升党史教育课程的亲

和力，将教育目的巧妙地融合于党史教育的各个方面，使党

史教育课的内质课程内容和外在授课形式相辅相成，相互交

融统一，营造优良的党史教育课的情景氛围。开拓党史教育

教学新模式，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和载

体，为广大学生搭建平台。通过线下互动，线上联动，充分

扩展学生交流的平台和途径，逐步提升学生对党史教育课的

认可度、参与度和满意度。

二、党史教育教学研究背景及现状

（一）教学改革内涵理路探析  

树立党史教育融入课程思政新的课程观，在注重具体课

程建设的同时强化深入理念的理解和把握。拓展党史教育教

学体系的建构，实现由“单一独立的课程体系”扩充为“具

体科目—融入专业—拓展学科—强化实践”的教学体系脉络

舒展。与此同时，积极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中的内涵建设，使

主体实现由“单一教师”向“学校—院系—教师”转变，做

到结合党史讲专业，结合专业学党史。

（二）内在逻辑因应梳理

突破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孤岛’困境”，以学科

战略为顶层设计高度，在突出学科建设的优势和特色的同时，

通过分类别、分层次、分学科的方式深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通过构建课程思政体系契合和规范各学科课程思政间相对的

边界。

（三）存在问题现状分析

围绕党史教育教学改革课程思政元素“如何挖”、“怎

样融”，党史教育情境体验式教学体系“怎么建”等关键点

进行深入剖析，就改革的堵点、痛点和难点研究应对策略，

深入探究党史教育情境体验式教学方式各要素之间的耦合性

和关联性，从形式上和内容上构建起相得益彰的课程思政体

系和教学特色。

三、“大思政”格局下党史教育情境体验式教学主要

目标

（一）转变教学理念，寻求师生平等关系的契合点

90后和 00后大学生具有鲜明的思想特征，其思维活跃、

接受新思想快、主体意识强、视野开阔、知识面广等鲜明的

特点，大学时期是大学生身心发育趋向成熟的重要转折时期，

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拔节孕穗期”的关键时

期，需要在立根固本上对其坚定理想信念下深功夫。以往的

灌输式教学、填鸭式教育方法使受教育的大学生只能作为被

动的接受者，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一代青年大学生的需求。

积极转变教学理念和模式，建立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互

动主体的新型课堂，营造和谐、愉悦的教育氛围，在教育教

学过程中建立起民主、平等、信任、理解、和谐的师生关系，

才能更好的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第一，在启发式引导，

营造和谐平等的课堂氛围上下功夫。结合学生的兴趣点，以

问题意识为导向，促进学生理性思维的发展。从党史教育中

的时政热点问题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师生共同探讨，充分进

行讨论互动，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汲取理论科学的养分。第

二，在以人为本，彰显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素养提升上下功夫。

着力把握党史教育对象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和积极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打造探究式高质量课堂，在情

境体验式教学模式中引导学生主动“探究”, 全方位投入思

考和大胆实践，同时给予学生充分的人文关怀，从而提升党

史课程的亲和力。第三，在量身定制，创新教学形式上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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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围绕教学教材和课件这个本质核心，辅以情境式体验、

视频浸润、时事新闻辨析等方式，引导学生关注现实问题、

热点问题，帮助学生思辨性理解、认识问题，从而深化学生

对党史教育课程的深度理解和知识的掌握，增加党史教育课

程的知识性、人文性，提升引领性、时代性和开放性。

（二）转换话语模式，打造师生双向交互的着力点

在党史教育沉浸式情境体验教学过程中创建起生动活泼

的话语体系，巧用艺术性手法构建情感互通的师生关系。第

一，用好用活红色资源，增强红色资源的吸引力、感染力和

说服力，使党史课本生动有效“立起来”，强化学生在党史

学习过程中的参与性和互动性，突出党史教育、党性教育、

理论教育、革命精神教育的鲜明性、生动性，使学生在知行

合一中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第二，将情境体验式课堂

教学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小讲堂”、“小讲场”、“小舞

台”，促使话语表达接地气。通过幽默风趣的话语和大众化

的语境丰富“课堂”形式，使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通

过情境体验式授课，情景教学、访谈教学、体验式教学的力

度和感染力。第三，紧扣时代主旋律，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引入生动案例，将沉浸式情境体验教学从实处深入，以大量

文物、档案、图片和多媒体展示系统形式，组成鲜活的立体

空间，生动、全面、形象展示教育内容的鲜活性，使党史学

习教育充满活力。

（三）强化价值引领，奠基课堂亲和力的落脚点

在党史教育沉浸式情境体验教学过程中，突出目标指引

进而强化价值引导，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

第一，坚持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在深入浅出讲解的过程

中教育引导学生，按照逻辑分类、模块化解析、历史脉络等

进行知识传递，引领学生实现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相结合的

价值引领，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中启发学生理性分析、解

决实际问题，把提高认知和行为养成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

第二，坚持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

贯穿于党史教育的全过程 ，注重政治性、科学性与人文性

的融会贯通，培养学生学会运用科学的理论联系历史发展实

际，以党史知识为载体进行价值观引导，实现价值性和知识

性的统一。第三，坚持真理性和情感性相统一。将积极的情

感因素融入到党史教育情景体验式教学过程之中，调动学生

自身内在积极的情感力量，注重融入情感元素，实现师生之

间有效的交流和沟通，产生思想上的共鸣，达到思想政治教

育的目的。

四、“大思政”格局下党史教育情境体验式教学具体改

革内容

（一）党史知识教育与培养能力相结合 , 努力提高学生

各方面的能力

通过沉浸式情境体验教学模式，在教师指导下引导学生

深入学习党史，撰写读书提要，培养其自学能力和领悟能力。

通过课堂情境式讨论、读书交流会、报告会、头脑风暴、主

题沙龙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教育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

立场、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加以正确的总结引

导，教授给学生正确看待与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

在沉浸式情境体验教学过程中，培养锻炼学生自己进行读、

写、讲、议。不仅使学生更好地获得党史知识，吸取历史经

验，而且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实现传授党史知识与培养

学生各方面能力的统一。

（二）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充分调动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

紧贴当代大学生特点，围绕课堂中心教学有计划、有目

的地开展以“教学为中心、育人为根本”的第一课堂、第二

课堂活动。如：社会实践调查、读书交流会、组织参观访问、

党史知识竞赛、观看电影电视等。将课内与课外教育有机结

合起来，使党史知识和历史经验的灌输同实践教育融为一体，

在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的同时，将党史学习教育与专业教育

相结合，充实课堂教学内容，提高党史教育教学质量。第二

课堂活动是第一课堂的有效延伸，配合第一课堂的教学开展

诸如 “读革命书,做革命人”读革命回忆录等形式的报告会，

配合每个时期的党史教学放映党史录相片及有关电影，如大

浪淘沙 , 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四渡赤水、西安事变、三大

战役 , 开国大典等。组织学生瞻仰烈士陵园、革命圣地、参

观红色教育基地，重温红色历史记忆，接受革命精神洗礼，

使党史教学既深刻又生动。

（三）传授历史经验与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有效发挥

党史教育的育人作用

遵循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了解和掌握学生思想政

治状况，针对学生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和思想中存在的疑

难问题及时进行教育和引导。紧紧抓住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人

生观这个育人根本，通过沉浸式情境体验教学方法对学生进

行理想观和人生观教育。正确处理对学生教育与自我教育之

间的关系，着力解决部分学生中存在的深层次思想问题。将

理论联系作为党史教育沉浸式情境体验教学的基本原则，在

教学的各个环节中认真贯彻这一原则，将传授历史经验和解

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循循善诱地启发学生思想，塑造学生

灵魂，使党史教育教学焕发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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