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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供给侧改革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课效果提升研究 
冯淇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助教  310000） 

摘要：在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人才的过程中，思政课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如何提高思政课的教学效果，提高思政课堂的吸引
力是各大高校一直在思考和尝试解决的问题，经济学中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为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思政课
教学内容不平衡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但问题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思政教师作为思政课教学内容的供给主体，应当
充分抓住互联网时代的机遇，提升理论素养，丰富教学手段，优化供给内容和供给方式，以增强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满足学生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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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training qualified talents for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play the role of the main channel. How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s and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s a problem that universities have been thi

nking about and trying to solve. The concept of supply-side reform in economics provides a new dimension of thinki

ng fo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ere are both reasons for the unbalanc

ed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demand side，but the main problem lies i
n the supply sid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as the main bod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conte
nt supply，should fully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the Internet era，improve theoretical literacy，enrich teaching me

thods，optimize the supply content and supply methods，so as to enhance the pertinent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

olitical courses and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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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

“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用，关键看重不重
视、适应不适应、做得好不好”①其中“适不适应”也包括思政课适
不适应大学生的身心变化，适不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适不适
应学生的现实生活。高职学生与本科生在知识储备、思想特点、心
理状态、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差异，高职思政教师自身本领是否过
硬？供给内容是否紧扣教学三维目标？供给方式是否基于“00 后”
高职学生的实际需求？对这些问题的调查与解决是实现高职思政课
教学供需平衡的关键。 

一、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内涵 
七年前，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出现了“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提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
时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强调供
给侧改革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自此“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逐渐成为全社会各个领域重点关注内容，也成为教育行业的重
要研究维度。在经济学领域中，有一对基本概念便是供给和需求，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是从不同的角度发力，以推动经
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需求侧改革”反映国民需求的变化，政府根据
国民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各方面投入、刺激多群体消费、扩大产
品出口。“供给侧改革”反映供给方面的变化，是基于市场需求调整
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要素的结构比例，减少无效供给，扩
大供给的有效性，实现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供给侧改革是将思政课教学看做一
种公共产品，尝试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和研究思政课教学效果问题，
这是我国学者一直在摸索的跨学科发展路径，力图借此探寻出适合
高职院校的思政教学供给模式。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调查思政课教
学存在的问题寻求提升效果路径过程中，将思政课教师看做思政课
内容的供给主体，高职学生是目标供给对象，教师教学方式方法为

供给方式。思政课教学供给侧改革始终围绕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
目的和高职学生的现实需求，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出发，强
调教师须通过恰当的供给方式，提供优质高效的教学内容，在师生
的协调平衡和良性互动中推动思政课教学供给侧改革的实现，从而
提高思政课堂的时效性和吸引力，满足供给对象对思政课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和教学效果的期待，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与接班人。 

二、高职院校思政课供给侧改革面临的问题 
近些年来，各大高职院校对思政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思政

课教学改革也在不断推进，高职学生对思政课的教学满意度也在逐
步提升，思政课发展局面越来越好。但高职院校当中依旧存在较为
明显的供给和需求失衡的情况，部分思政课无法真正契合高职学生
身心成长的需求。总体看来，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中面临的问题供
给侧和需求侧都有，但问题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一）供给主体与供给内容失衡 
思政课供给主体的理论功底、知识水平与新时代的思政课要求

有差距。一方面高职三科思政必修课涉及的内容广泛，课程内容的
特殊性对思政课教学供给主体的要求很高，另一方面新加入的人员
理论基础不够扎实、专业知识储备不够丰富。大批的思政课专兼职
教师是思政课教学的供给主体。在思政课教育教学过程中，思政教
师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是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良好的知识素
养和能力是影响课程效果的重要因素，但高职院校思政教师队伍的
教学供给能力并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教师与教师之间，学校与学
校之间都存在差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座谈会上强调“办好
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②，思政教师肩负着传播知识、传播真理、塑造灵魂的的时
代使命。但个别思政教师理论功底不扎实，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真正做到真懂、真学、真信、真用。对马克思



教育研究 

 126 

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是对思政教师的基本要求，真学才能明其理、
得其道，真懂真信才能自信并使学生相信。受价值观、能力水平等
的限制，有的思政教师对教学内容缺乏足够的理论认同，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认识不彻底，加之学习意识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出
现无法将理论讲透彻、讲深刻的情况则在所难免，但思政课涉及党
情、国情、民情，涵盖多领域、多学科的知识，教学供给侧改革必
然要求思政课的供给主体不断学习，加强理论修养，提升理论水平，
用学识教人，用品质育人。 

（二）供给内容与现实需求失衡 
供给内容和学生现实需求失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教

学供给内容理论性过强，重复供给现象普遍。高校扩招后，高职在
校生数量逐渐增加，许多高职学生并不是高考健儿，在文化基础和
学习兴趣方面，跟本科学生存在一定差异。然而高职院校在思政课
教学过程中采用的是与本科院校相同的统编教材，教材内容的正确
性毋庸置疑，但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并没有在教材体系当中完全体
现，教材内容深度、广度与高职学生的实际知识储备量、逻辑理解
能力有出入。思政课教学内容的重复供给是指高校思政课与中学思
政课存在教学内容的重复。高职院校思政课传递的部分内容与中学
阶段基础教育的内容出现重合，比如高中思政教材和高校思政统编
教材中都存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容。除了纵向重复外，思政课教
学时也存在横向重复的问题，高职院校三门思政必修课中也存在重
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思想道德
与法治”课程理论内容出现交叉，比如 2021 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第十章第三节和“思想道德与法治”
第四章都涵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虽然内容深
度有递进，但核心内容的重复也容易引起学生对课堂的抵触，影响
教学效果。 

另一方面，高职生对课程内容需求的不断变化增加了实现供给
和需求平衡的难度。正确识别高职学生对思政课的需求是提升教学
效果的关键，为准确把握学情，教育者会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
不同时代学生的特征，但经过收集、分析后反馈到教育者手中的数
据往往是滞后的。大学生外显需求和内在实际需求也存在矛盾，有
些大学生内心真正的需要与行动表现的需求不一致，比如有些学生
在现实中看起来对政治漠不关心，但却是网络键盘政治家。这无疑
增加了教师把握大学生实际需求的难度，满足学生需求的目标便更
不容易达到。 

（三）供给手段有待完善 
思政教学供给手段即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采用的教育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作为沟通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媒介，在完成教学任务，
实现教学目标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好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提高教
学质量，不恰当的教学手段则会弱化教学效果。如今，“00 后”大
学生已成为高职校园的主体，作为互联网的原著民，他们的思维方
式和行为选择都具有网络时代的鲜明特征，有研究显示，相对于“8
0 后”、“90 后”他们更加注重学习体验感，强调个性。对教师来说，
互联网是机遇也是挑战。以多媒体为平台，出现了越来越多有趣的
教学方式，也让某些高难度的互动变的简单许多，学生对这些富有
科技感的教学手段充满期待，教师若对新的教学方式运用自如，则
能增加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但是有一些思政教师没有及时调整教
学方法，教学模式陈旧单调，语言生硬，内容滞后，在教学过程中
依旧采用灌输式的教育方法输送课本知识与时政热点，课堂教学缺
乏创新性与互动性，学生在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中学习，学习积极
性大打折扣，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 

三、高职院校思政课供给侧改革的优化路径 
（一）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实现供给主体和供给内容协调 
2020 年，教育部出台《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

施方案》，要求高校依据在校学生总数核定思政教师岗位，师生比不
低于 1：350。近几年思政教师队伍不断扩大，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
据显示，截止 2021 底，高校思政课专兼职教师达 12.7 万人，队伍
配备总体达到师生比 1：350 的要求，专职思政教师年轻化成为新态
势，49 岁以下教师占比达 77.7%③。新教师的加入为思政课注入了新
鲜血液，但青年思政教师也面临着提高理论水平，教学能力的问题，

为此高职院校在加强思政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尤其要关注青年教
师的成长。一方面在选拔思政教师时，制定合理的选拔流程与标准，
让理论功底扎实，教学素养较高的思政教师加入到队伍中。另一方
面须建立科学精准的培养机制，通过开展教学科研训练营，举办青
年教师能力大赛，新老教师一对一帮扶，集体备课会等方式助力青
年思政教师提高核心素养和专业技能，帮助新教师尽快站稳讲台，
站好讲台。 

（二）立足学生实际，推动思政课教材话语向教学话语转变 
高职院校的思政必修课采用的教材与本科院校所用的一致，为

高校统编教材，但高职学生特点与本科学生相比存在不小的差异，
要让高职学生接受与本科学生完全一样的课本内容，存在较大难度，
这就要求高职思政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必须自觉对照高职教育
的教学目标和培养模式，在教学组织、教学内容的选取上体现差异
性，主动将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将教材话语转化为教学话语。
一方面在调整教学内容时，要避免主观随意性，不能仅根据教师个
人的过往经验和兴趣爱好安排，而应该结合每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
案，对照思政课程标准，以吃透教材基本内容、掌握教材基本框架
为前提，努力消化教材而不生搬教材，紧扣教材而不偏离教材，增
强供给内容的针对性。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课堂语言表达艺术。
作为一名教师，不但要追求教学语言的准确规范，还应符合学生的
接受程度，善于运用语言艺术化深奥为浅显，推动教学贴近学生生
活，贴近学生实际。 

（三）创新教学方式，打造活力课堂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推动思政课教学变革，短短十几年，

思政课从板书时代跨向了多媒体时代，另一方面也使“00 后”的学
习习惯、思维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彰显出与以往高职学生不同的鲜
明特点。高职思政教师应抓住机遇，关注学生学情的变化，主动结
合学生的特点，发挥融媒体的优势，推动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教学
方式相结合，巧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打造活力课堂。融媒体时
代下，思政课教学供给主体教与供给对象学的关系与以往相比有较
大差异，这就需要供给主体树立互联网思维，结合供给对象的思想
行为规律，围绕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发挥抖音、微电影等新媒体
网络平台的育人功能，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对时政热点、教学重
点与难点进行解读，增强教学趣味性，激发教学对象的主动性、积
极性和创造性，实现课堂教学由“单向灌输”向“合作对话”转变。
科学运用教学方式是高职院校思政课供给侧改革的内在要求，每个
思政教师都应当探索积极有效的教学方式，努力实现思政课教学“工
艺”精湛，“包装”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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