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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的思考 
药恩情 

（中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在 OBE理念指导下，彰显学生主体作用，体现培养目标导向，形成持续改进机制，完善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体系。建

议实行多元化实践教学考核体系，通过学生行为来考察学生的思想，设立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心，设置思政课实践教学专项经费，提

高立德树人的实效性。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思政课；OBE教学理念；实践教学 

Thinking of the Situation and Policy courses based on OBE Education Concepts 

Yao Enqing 

（School of Marxism，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BE concept，it demonstrates the role of the students，reflects the training 

target orientation，forms a continuous improvement mechanism，and improves the situation and policy courses. It is 

recommended to implement a diversified practical teaching assessment system，and examine students' thoughts through 

student behavior. Al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et up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centers，set up special funds for practical teach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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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许多高校教师对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模式进行积

极探讨，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重理论、轻实践的思想，还在

制约实践教学作用的发挥。 

一、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概述 

形势与政策课是教师替国家发声，教师站在国家的立场，通过

独立的专题，切入某些热点问题。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政课中的

应用性最强的那门课。[1]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是理论教学的延

伸。积极探索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新方法，增强教学的实效性，

显得尤其重要。[2] 

二、形势与政策课传统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存在三方面的问题，表现为未能

彰显学生中心，未能体现目标导向，未能包括改进功能。 

（一）未能彰显学生中心 

多数高校忽视学生主体需求，轻视隐性教育作用，学校课堂与

社会脱节，是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未能彰显学生中心的表现。一

是忽视学生主体需求。在传统教育体系中，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却

只注重教学内容的输出，却忽视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需求，难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导致“教与学”的供需结构失衡。二是轻视

隐性教育作用。公共环境、校园文化、教师思想素质、学风教风、

社团活动、互联网的开发利用，构成隐性教育资源。[3]当前的形势与

政策课实践教学，重视显性教育资源建设，忽视隐性教育资源建设，

不能充分发挥思政教育工作的影响力。[4] 

（二）未能体现目标导向 

以往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中，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培养

目标导向不明。[5]传统教学过程看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对改造学生

主观世界，无暇顾及。二是培养方案不够科学，体现在三个方面：

相当一部分高等学校，把形势与政策课当作副课，导致对形势与政

策课目标体系不能系统构建。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都是教书育人，

二者都是高校思政工作的基本要求，但二者又各有侧重点。然而在

实践中，往往重视智育培养，轻视德育养成教育，关心学生提升专

业能力，忽视了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这样做必然导致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的距离越拉越大，课程的育人实效得不到保障。形势与政策

实践教学占的考核比例，一般低于 20%。这个比较低的比例，导致

学生普遍不重视这门课。三是实施偏离目标导向，对学生学习效果

的检测方式单一，对实践教学保障不够。多数高校考核形势与政策

课实践教学时，是以学生写的心得体会作为依据，遗漏了党团活动、

评优授奖等能表明学生思想进步的客观行为。学生的心得体会，体

现的是学生的主观认识，并没有体现学生的客观行为。此外，不少

高校在实践教学上舍不得投入经费，如教师带领学生外出搞活动，

学生的交通费、教师的补助、活动的宣传费等基本费用也不能保证，

影响了师生参加实践的主动性。 

（三）未能包括改进功能 

当前，我国高校教学质量管理没有涵盖改进功能，表现为实践

教学覆盖面狭窄，学习效果的实质监控缺乏。一是实践教学覆盖面

狭窄。由于经费限制、安全顾虑、时间成本等方面的制约，高校一

般选择少量学生代表参加，相当比例的学生其实是没有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二是缺乏学习效果的实质监控。在高校思政课评价体系中，

“学生学习质量”和“社会反响”，本来是教书育人的重要评价指标，

却被当作参考指标。 

三、OBE 教育理念的有益借鉴 
OBE 是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的缩写，它的译文很多，有成

果导向教育、目标导向教育，也有人把它叫做需求导向教育，能力

导向教育。它以学生为出发点，把学习成果作为目标导向。这种教

育理念的先进之处，是采用逆向思维方式来建设课程体系，是目前

我国专业认证、课程认证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其倡导者是美国的

斯派帝，1981 年他在《基于产出的教育模式：争议与答案》书中阐

释了这一观点。[6] 

OBE 理念的核心要义。一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是指

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开展教学工作的，首先要围绕学生备课，考

虑学生需要什么知识，学生遇到的困惑是什么。教学工作是为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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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学生的需求。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也是教学过程的中心。在教学

准备、教学实施和教学反馈等各个环节，都是围绕学生进行的。学

生的接受效果是评价教师教学目标是否达成的最主要的标准。二是

目标导向。目标导向也称为成果导向。学生生活的重要内容和实用

技能，才是这里考察的成果。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考核方式应关

注大学生思想品德修养和日常行为规范，来衡量学生三观的践行。

三是持续改进。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工作的开展和教学效果反馈，

都应该以学生培养目标为出发点，以目标设定为起点，反向设计教

学环节，再到结果反馈、持续改进。[7] 

四、OBE 理念下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体系的完善 

化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传统实践教学的问题，势在必行。OBE

理念以“目标导向”，贯通人才培养整体进程，值得借鉴。在 OBE

理念指导下，彰显学生主体作用，体现培养目标导向，形成持续改

进机制，完善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体系。 

（一）彰显学生主体作用 

在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教学通过学生的学

习而产生作用。从抓主要矛盾的角度看，应该以学生为中心，组织

教学活动前要考虑学生在想什么，考虑学生需要什么，学生的困惑

是什么，从而因需施教，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 

彰显学生主体作用的建议：一是适应学生需求。既然学生是学

习的主体，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的实

际需求与爱好，选择价值观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在教学目标、教学

效果、教学质量方面进行系统调整。除了国家机关组织的活动、社

会团体组织的活动、学校组织的活动，任课教师也可以组织与课程

密切相关的实践活动。如，袁隆平院士去世，教师组织班级同学在

课堂上默哀三分钟，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8]扩大意味着改进学

习内容、方式与时间等，而不是仅仅延长学习时间。二是重视隐性

教育。隐性教育是把学生放在具体情境中，使学生主观世界在浸润

式体验中受到改造。如组织部分学生，到未成年犯管教所实践教学

基地参观学习，学生会受到心灵的震撼。隐性教育的效果比显性教

育更加深刻和持久。隐性教育包括两个阶段。第一，自识与明辨，

实现引导学生正确价值观的目的。第二阶段，自觉与践行，大学生

确立了自己的形势观和政策观，就会在实践中应用。[9]三是创新课程

载体。OBE 理念要求任课教师拓展课程内外的载体。首先，拓宽线

下实践教学形式。根据组织者的不同，分为社团活动，班级活动，

团日活动，主题党日活动等载体形式。根据活动形式的差异，可以

分为，时政播报、案例分析会、课堂情景剧、竞赛、专题影音、学

生自制课件、学生微课、短视频等。其次，依托微信群、学校网站、

腾讯会议、雨课堂等平台，通过线上主题班会、微党课、视频会议

等方式，加强线上教学资源建设。 

（二）体现培养目标导向 

明确价值观塑造的目标导向，修订培养方案，选择体现价值观

塑造的路径，多维审视学生学习成果。从学科导向往目标导向转变，

体现培养目标导向。一是明确培养目标导向。培养目标要以需求为

导向，毕业要求要以培养目标为导向，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要以毕

业要求为导向，资源配置要以支撑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达成为导

向。二是修订本科培养方案。2018 年 4 月《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形势与政策课建设

必须以国家和社会需要为导向，紧密围绕“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最终产出成

果。三是价值观塑造路径。改革实践教学考核方式，通过学生的行

为来考察学生的思想。[10]课前搜集相关资料，课后在网上发表正能

量的评论，参加志愿活动，参加普法活动。设立思政课实践教学中

心，作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服务平台。设置思政课实践教学专项经费，

按照学生人数核拨，由任课教师指导学生使用。专项经费用于支付

学生在思政课实践教学中的支出，由马院或者教务部门领导负责审

核。 

（三）形成持续改进机制 

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是循坏改进，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过程。

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分为六个学期，即大一到大三的所有学期。建

议把大四的德育答辩纳入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体系，使得评价贯穿

于学生成长成才全过程，形成有机整体。通过线下模式与线上模式

的结合，扩大实践教学的覆盖面。与当前的热点问题相结合，采取

学生讲思政课、辩论赛、主题晚会、微视频等形式，开展社团活动。

公布实践选题标准，指导学生走出学校，做好社会调研，完成实践

调查报告。例如，把未成年犯管教所实践教学基地参观学习的重点

部分，录制成视频，上传到学校网站，让学生观看，使得未能到未

成年犯管教所现场参观的学生们，也能间接地参加到形势与政策实

践活动中。虚拟仿真教学也是主要的线上模式，登录国家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课程共享平台，可参加“太行山上新军工虚拟仿真项目”。 

五、结语 

在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中，贯彻 OBE 理念的核心内涵要素，

即“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及“持续改进原则”，提升当代学

生的思想水平，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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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