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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教融合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 
盛岚 

（石河子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  832000） 

摘要:高校大学生思想引导方面的工作一直以来都是一项极需耐心和创新的工作。当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国际

上重新开始崭露头角，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形势下带来的思想与文化的复杂化、多元化，对我国新一代青年的思想文化、价值观的形

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此，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提倡大学生的思政教育，注重学生全方位、多元化、可持续的发展，不再局

限于老一套的单一化学习。关于大学生的思政教育，青年期是一个特别的时间点，是学生成长的敏感期，也是塑造其思想架构的关

键期。而维系着我国过去、现在和将来三者之间关系的产教融合在进行大学生思政教育以及思想引领方面担当着重任。在产教融合

的带领下，大学生可以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分析探究事物发展规律，在产教融合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中实现自身的

成长，促进主流价值观的发展与塑造。此文阐释了在新形势下的产教融合在关于大学生思政教育方面的现状以及作用，目的是在产

教融合活动的开展中培养大学生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思想理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年一代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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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关于产教融合的一系列的工作过程中进行有效的思政

教育教学，这就需要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过程中更加注重

产教融合的建立和发展，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大学生

主动、自觉地参与到产教融合活动中进行学习和探索。高校大学生

生正处于内在思想与精神得以塑造的至关重要的时期，所以在高校

更应该注重大学生对思政方面的学习。当前在新形势下思政教育教

学的有效实践，将有利于高校大学生全面、和谐地发展，成为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高校思政教育教学实践的重要意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高校的思政教学中，教师更注重于思政

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通过思政教学对于学生思想品质以及主

流价值观的培养，以此偏离了思政教育教学的本质。高校思政教育

教学，其目的重在培养学生的内在素质与思想品质，而教育的最终

目的则在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塑造学生的正确的世界观、价值

观、人生观，从而形成更有利于社会和自身发展的积极向上的人格。

单独的认知参与不足以形成思想品质以及主流价值观，还包括与一

定经验有关的实践的融入，生活态度以及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形成。

高校思政教育教学活动应更注重人的自我实现和内在成长，尊重学

生的独特性与自主性，因材施教，强调人格的完整性。人的存在应

当是知情合一的，而对于人的教育应是实践的教育，而非简单的非

理性知识的堆积。在高校进行思政教学不仅致力于让学生接受、了

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致力于通过有关于产教融合的实践活动

进行延展性思政教学让大学生最大限度的调动潜力，彰显自我价

值、扩展生命的意义。 

二、新时代高校教师在思政课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一）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学习与践行的积极性 

在高校思政教育的开展过程中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不仅

可以让学生的综合素养得以提升，而且可以使学生对思想政治这一

学科有更加深刻和独到的认识和了解。构建生动的思政教育教学情

境从而营造出浓厚的教学氛围就能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对思政教

育知识产生好奇心和兴趣，进而鼓励其自发的对思想政治课程进行

进一步的学习、讨论与探究，探究过程中遇到问题也会与同伴进行

积极地讨论。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对于思政教育的理解与

认识将更为深刻，甚至可以升华到理性与感性相融合的高度去欣赏

和体会思想道德的价值、理解思想政治的知识，从而达到更好的关

于思想政治课程的学习。 

（二）有利于促进大学生个性化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场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出发点辅以行为主义

的教学方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表明，人的最高的需求是自我

实现的需要。因此,高校教育离不开人本主义思想和行为主义教育模

式，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学

生的自我实现、内在成长，强调灵魂式的教育以及触发个体内在的

主动性与自发性。不是被迫式的教学，而是引导式的互动，这样更

能激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以及其学习的内在驱动力，进而促使学生

地主动的探索外在世界和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久而久之，学生会

对自身有一个更加全面而客观的认识，了解自己的闪光点与不足，

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致力于自己热爱的东西，进行可持续的发展

与成长。这种鼓励型的教学模式，推翻了传统的一以概之的教学，

更好地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让每个学生都有可能成为不同闪

光点的人。而思政教育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言而喻，在提升学

生道德文化素养的同时，更加促进了学生以提高综合素质的角度对

待学习与成长，发展出自己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和人文涵养。这种

教育模式下进行的思政教育教学，培育出来的不仅仅是一批知识分

子，而是绽放着不同魅力的人。 

三、基于产教融合的思政课教育教学的有效性 

(一) 转变教育教学理念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转变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念是高校教师开

展思政教育教学的最直接方法。因此高校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工作中

带领学生们深入具体教学内容，更有机会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内在品

质。在每堂课程的初期，教师应引导学生对于接下来所要讲的事件

进行一系列的观点表达，让学生尽量摆脱惯性思维，在课程上远离

原先的狭隘视角，以一种辩证的、全面的角度角去评价人物和事件。

尤其重要的是，在每一次的知识教授中，教师都要给学生留出一定

的自由表达的空间。例如，在关于思政教育的班会上中，教师要讲

榜样人物与其发生的具体事件。老师可以先来一个抛砖引玉，让学

生们阐述这个人物身上发生的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并对其作

出评价，各抒己见，最后总结每个学生发表的观点，阐释榜样人物

的相关思想政治事件的线索。最后，要想进一步提炼高校生的内在

品质，教师可以阐述其具体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从而进一步归

纳事件发生的原因、带来的意义，以及为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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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学生在了解具体事件的同时，也感悟到了一个个鲜活的榜样人

物背后所焕发的为了国家和社会艰苦奋斗的精神。从而进一步激发

其爱国热情，塑造其道德观。 

（二）加强教育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就高校生而言,高校是他们内在品质形成的关键期。因此，教师

在进行日常教学工作的同时,应注意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

注意思政教育教学尽可能多的对班上的每个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为全面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有序开展提供保证。此外,在日常教学思

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中,高校教师应从现实出发,借助问卷调

查和日常对话等,深入了解班级学生的内在心理品质。进行不同层次

的日常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这样就可以面对高校生的内在心

理品质问题来展开针对性的教育和引导，给予更多的积极能量,以进

一步培养他们的优秀品质。高校教师应根据每个阶段的思想政治教

育教育情况,开展各种关于培养高校生道德品质的校外实践活动,例

如：“学习雷锋一天活动”。在实践中,优化道德理论知识的应用,促

进各种能力的发展,将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点巧妙地渗透到实践活动

的各个方面,无形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形成更高的

内在素质。 

（三）深入分析教学教学内容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课堂中带领学生们深入思想政治教学内

容，更有机会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教师更要鼓励学生

在具体道德事件的过程中大胆地提出问题，对于有关于道德事件的

发生追根溯源。在每堂课程的初期，教师应引导学生对于接下来所

要讲的事件进行一系列的观点表达，让学生尽量摆脱惯性思维，在

课程上远离原先的狭隘视角，以一种辩证的、全面的角度角去评价

道德人物和事件。尤其重要的是，在每一次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教

授中，教师都要给学生留出一定的自由表达的空间。例如，在一次

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中，要评价毛泽东。教师可以先来一个抛砖引玉，

让学生们阐述毛泽东这个人物身上发生的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

件并对其作出评价，各抒己见，最后总结每个学生发表的观点，阐

释政治人物的相关政治事件的线索。最后，要想进一步提炼学生的

思想品质以及主流价值观，在中国的政治长河中，我认为尤其要注

重对中国近代政治的学习，教师可以通过幻灯片向学生展示近代以

来我国的革命先烈们发起的一系列革命和运动，并阐述其政治事件

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具体人物，从而进一步归纳事件发生的原因、

带来的意义，以及为新中国的建立时代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使得

学生在学习思想与政治的同时，也感悟到了一个个鲜活的政治人物

背后所焕发的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怕流血、勇于牺牲、艰苦奋斗的精

神，从而进一步激发其爱国热情，塑造其思想品质以及主流价值观。 

（四）提倡鼓励教育方法 

在行为主义心理学中，分别存在着强化与惩罚两个对立性的有

关于操作性条件反射方面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概念。其中，强化可以

使学生的行为频率提高，而惩罚则与之相反，它会降低学生某一道

德行为的频率。教师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可以利用强化与惩罚的鼓励

机制对高校生思想政治的教育进行进一步地发展与深化，对于大学

生好的道德行为以及道德品质给予鼓励和支持的同时，还应该提供

一定的奖赏措施以此来进一步增加好的行为的出现频率；而对于不

良行为，教师应该及时给予相应地监督和警告，一定情况下还须给

予一定的惩罚措施，比如：剥夺学生喜爱的东西或者增加学生不喜

爱的事情发生的概率以此来降低学生发生不良行为的频率。最后，

在思政教育开展过程中教师更应该增强学生在思政教育中的责任

心和责任意识，促使他们认为对于思想政治课程的落实每个人都有

相应的责任，从而避免发生旁观者效应以及去个体化，把学生自我

的价值感与责任意识凸显出来。让班集体当中的每一个大学生都有

机会在思政教育开展中当一个负责人和领导者，进而调动起全班对

于思政教育开展的积极性，营造出学生之间互相监督、互相鼓励、

互相制约的良好氛围。 

21 世纪的今天，教师应引入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先进的教育技

法打造更高效的思政教育课堂。在教育改革的推动下，现代信息技

术和高校思政教育课堂教学的融合是教学活动进一步开展的必然

趋势。数字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我们带来了更加丰富、便捷的资源，

在实际的高校思政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文字、图画、声音、

以及动画与视频等和计算机应用技术连接起来，成为一种创新型教

学手段。利用多种多样的外部感官刺激，进一步提升学生对知识的

获取和记忆情况。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的学习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

凭借眼睛，耳朵等感觉器官把外界传递给大脑中枢的神经细胞，学

习效率就会更高。教师如果能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不仅可以提高教学的效率，还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生智

力、情商的发展，使学生融入到具体榜样事件的实践中进行一定的

情绪、情感的体验，从而对其内在道德品质进行培养。现代信息技

术中的教学工具包括幻灯片、投影、电影和电视等教学工具，如果

在思政教育课堂中把这些信息媒介适当地运用起来，则更能激起高

校生培养自身思想道德修养的欲望，其综合素质和内在品质都可以

进一步获得提升。 

结语：总而言之，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与落实亦是

重中之重。教师必须全面开展和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利用产教

融合促进思政教育的有效实施，同时积极思考和探索,不断提高自己

的作风，在现实中塑造高校生健全的人格，提高其综合能力和内在

品质，为以后的学习与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培养出一批有思

想、有文化、有道德的祖国建设中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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