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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视角下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策略探究 
程传利  黄萍  程帅 

（玉林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广西玉林  537000） 

摘要：“大思政”之大体现在其大格局、大视野及大目标的特征上，高校思政课采用“大思政”视角进行授课，能培养学生的

辩证思维能力、提高系统思维能力、拓宽国际视野，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思政课在新文科建设中发挥引

领作用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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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Reform Path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l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is refleced the big pattern, the big view and the big target,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with the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can cultivate the students' dialectical thinking ability, improve the system thinking ability, broaden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needs of times development and the needs of the students' healthy growth, andit is also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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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加强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

运用大思政因素讲好思政课是思政课的本质要求，也是思政课在新

文科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内在要求。 

一、“大思政”内涵分析 

所谓“大思政”，指的是运用系统论的观点，通过特定的行为

活动或者联系机制，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最大限度地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效应。[1]是一种充分调动

各种有利因素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形成最大合力的教育理

念。 

二、大思政因素应用到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必要性 

1.是解决教材内容的相对稳定性与时政因素的时效性相对立的

需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编排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思政教材

是政策性话语以及对政策性话语进行解释的学术性话语，在政策稳

定性的前提下，教材改版周期更长，或者只是微调教材内容，而时

政的变化及时、新鲜，教材所选例子虽经典但不能贴近最新的社会

热点和焦点，如果教师仅仅按照教材内容来授课，虽能完成教学任

务，但没有将思政课的内涵讲活。 

2.是解决教材内容的通用性和区域特点的特殊性相对立的需要 

高校思政课教材要考虑其通用性，教学内容通用性的特点能够

保证教学的系统性、方向性与完整性，但因此也容易忽视在教学过

程中教学内容的特殊性。教材的通用性以及内容的限制性导致其缺

乏对地方红色资源的开发和宣传，易导致教师因重视思政知识的通

用性特征而忽视当地的特殊审美视角及思政要素的挖掘，或忽视对

当地民族信仰的尊重和发扬的培养与教育问题，难以有效开发地方

的特色。若在教学中仅重视教学内容通用性特征而忽视区域性特点

或学情特征，甚至单纯依靠固定内容、固定教案的教学方式，依此

固定的教学内容和模式会把原本个性鲜明、有不同审美情趣的学生

塑造成或压制成教师想象的一个个所谓的标准的且相同的产品，不

能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忽视在学生发展过程中的个性发展、

心理变化、实际需求。 

3.是思政课教学体系中学科内容联动的需要 

思政课学科体系内部的内容，要做到学科融合，将大思政理念

有机地融入到课堂中，横向方面做到内部学科贯通，做到文史不分

家，也要将所学理论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去，纵向方面包括实现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贯通及应用。 

4.是发挥高校思政课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引领作用的需要 

中国高校不同专业的课程设置虽各有专业要求的不同，但其在

人才培养目标上均一致，为此，在讲授专业课知识的同时，要将该

门课的教学任务、人才培养目标有机地渗透到知识讲解中，实现“课

程思政”和新文科建设的目标。 

三、“大思政课”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中的理论内涵 

“大思政课”之“大”，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场域之大，

即其呈现的大格局、大视野、大目标及大愿景的特征。[2] 

（一）善用大历史观以把握规律明晰方向 

黄仁宇一贯的“大历史”观点：“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

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

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

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3] 

微观史能描述具体地区具体人群在不同时间段的具体要求，但

是微观史因其具体的细节描述要么不能明晰揭示事物发展的方向

和规律，要么会掩盖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个别微观史描述的真实现

象甚至是与整个历史发展方向相违背的，为此需要利用大历史观的

对比和概括的作用。大历史观也可以将历法时间和物理时间加以概

括为历史时间，即为了研究的需要，不必严格按照事物发展的实际

顺序来研究，比如“马克思在安排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次序时认为，

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它

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因而

这种关系同它们的历史发展次序有时恰好相反。所以，马克思的政

治经济学的逻辑就是从历史上和实际摆在人们面前的最初和最简

单的关系—‘商品’出发的。”[4] 

所以，不能按照对待纯粹的物理客体的方式从外部来对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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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而要通过对内心意识状态的体验来看待历史时间，因而历史

时间是“活的时间”、是充满感情的人化的时间、是有主体、有担

当、能回溯某种文明或某个民族一波三折经历的时间、更能深刻反

映与反思该文明或民族的曲折经历的时间。所以，“历史时间是复

杂的和不规则的”。[5]比如虽经历的历法时间或物理相同，但由于所

依标准不同，同一段历史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如按社会形

态标准、按生产力发展水平标准[6]以及按历史相对稳定程度的标准[7]

等。 

例如在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时，我们可以根据社会主义的历史

特征将大致 500 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分成六个阶段来研究，也可以

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四分法和二分法研究。以上分法即通过大历史观

的具体应用来追根溯源，明晰方向，进而能更深入理解中国在历史

上是如何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学习总结后知道要倍加珍惜当下。 

（二）树立大世界观以培育爱国情怀和世界视野 

我们培育学生的大世界观意识，主要培养学生的世界视野、系

统思维和整体意识，培养学生的整体思维能力，能够在对比和类比

中增强自信心和爱国情怀，能把握当今世界之大变局，能分析清楚

世界的发展方向，在学习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能辩证分析其它文

化的影响，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和道德品质， 

例如，我们把社会主义分为科学社会主义和非科学社会主义，

从大世界观的角度我们知道世界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大历史

观的角度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又经历过科学的社会主义和非科学的

社会主义，通过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纵向对比和通过社会主义和资本

主义的横向对比，我们会更坚定制度自信，进而在扩大自己世界视

野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爱国情怀，提升了政治认同力。 

（三）善用大系统观以调动要素的整体协作力 

系统观是在整体观的基础上增加了系统优化的目标，而实现系

统优化，需要协调各要素的结构和功能，并调动各要素积极参与的

主动性和能动性。理解经济学，就应该在整体上分析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协调发展，理解生产力就应该从生产力的三个组成部分来分

析和综合。 

（四）善用辩证法，提高预判能力和辨析能力 

在善用系统观的同时也要善用辩证法，提高预判能力和辨析能

力。如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来说

是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一般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是社会主

义，但是这仅是理论上的情况，而社会的实际发展是多种因素的合

力，所以，我们对待具体事例要会用辩证法来分下当下的实际，不

能照抄照搬，更不能直接把自己的错误理解应用到实际中去，要调

查和分析。比如陈独秀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由于其理解错误，以致

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充分发展之后才会出现，

因此，他提出了把一切领导权都交给国民党的主张，这是导致陈独

秀犯右倾主义错误以及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大思政课”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中的实践要求 

上好“大思政课”，除了理论内涵之外，还要将“大思政课”

理念落到实处。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培养“大先生” 

“大先生”需要有大格局。教师的格局有多大、视野有多开阔、

灵魂有多高贵就注定学生能看多远、能走多高；“大先生”需要有

家国情怀，能将自己所从事的教育职业升华为国家民族复兴的事

业，并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矢志不渝；“大先生”需要有大学识，

也要注重跨学科素养的培养，唯如此方能在学识上得到学生的认同

和尊崇；“大先生”需要有大技艺，既有教学的技艺也有管理学生

的技艺，还必须培养自己的工匠精神。 

（二）合理利用网络资源  有效整合高校思政课教学资源 

大数据时代，教师要利用网络将时政因素采用“三贴近”原则

融入课堂，也可以利用慕课和群课堂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对教学

进行双重变革，实现课堂上双主体模式的转变和应用。利用网络在

尊重学生个性、促进教育教学创新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创新人才

的培养。利用网络让家长随时参与的方式来增进父母与子女的感情

交流，也把爱国主义教育、家庭美德教育有机地融为一体，真正实

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书育人的目的，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进

步。 

总之，大思政课堂能培养学生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厚的人文情

怀，能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国际视野，使学生有登高望远的获得

感和满足感，正因如此，要重视大思政理念在专业课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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