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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培养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改革 
高艳 

（重庆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401331） 

摘要：新时期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学生要想充分适应社会不仅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同样更需要拥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养，
因此高校要重视对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建设，改革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实现政治认同，对学生的意识形态进行熏陶，在此过
程中，学生不仅会形成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的改革中，要深入学生，

遵循学生主体性原则，创新课堂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更具时代性与发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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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十一世纪是创新的世纪，我国为了在众多大国发展中具备一

定的竞争力，必须对“创新”给予充分的重视，同时国家又颁布了

一系列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策略。而培养创新型的
人才，最关键的还是要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因此对于高等

院校来说，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蕴含着众多创新思维与能力的教学

资源， 不仅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引导，实现政治认同，同样还要
关注学生的创新思维，使学生能够适应当代飞速发展的社会。目前，

很多高校都开始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进行了改革，结合新时期的社

会环境对教学的内容、课程的建设等都进行了创新，因此本文在创
新人才培养的社会背景下，论述了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几

点措施。 

一、改变教学环节 

要想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必须要让

学生爱上学习、可以主动学习，在学习中可以主动思考与探究，发

挥自身的想象力，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因此高校必
须对教学环节与方式进行改革，在教学中，教师要深刻认识到自己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中的组织与引导作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为

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与发展服务。学生的创新思维与政治素养是相
辅相成、和谐发展的，因此只有帮助学生正确认知社会，辨别社会

中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与现象，才能更好地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1]。 

而要做到这些，首先教师可以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之外
的时间，让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进行课前预习与课堂准备。如可以

利用课余时间完成社会调研、演讲与辩论的准备等，由于这些活动

属于实践性的教学，只有学生主动参与才能更完整地完成，在此过
程中学生的主动性与主体性都可以得到切实的发挥，也是锻炼学生

创新思维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在学生完成这些准备活动的时候，

教师要注意对学生进行指导与引导，无论是从社会调研的选题还是
实地调研，教师都要有意识的参与其中，指导学生的活动朝着正确

的方向进行。其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中，教师还要给予学生

充足的时间进行讨论、自由学习，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语言表达
能力，同时良好的课堂氛围还能提高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的热

情，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对社会的认知，加深对本节课知

识的理解与掌握，在讨论中锻炼学生的分析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
充分实现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二、精编教学内容 

由于高校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内容较为丰富，从课程的完整
性与系统性这两方面进行分析，教材中的每一个活动与板块都是十

分重要的，尤其是对于专业的思想政治教师来说更是如此，削减任

何一个内容都是不可取的。但是在创新人才培养的视野下，高校中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更要让学生主动接受思想政治内容，熏陶学生的思想，提高学生的

政治辨别能力。因此必须开发一些促进学生主动思考的专题，对学
生进行启发式的教学。 

首先教师可以结合班级中学生的思想现状，根据社会中发生的

热点新闻等组织一系列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入，打破传统思想政治

理论课堂教学中章节式的教学。学生关注的现实问题具有一定的时
代感与针对性，因此将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内容以专题的形式呈现

给学生，学生会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只要学生具备较强的

学习热情，就可以投入到教师创设的问题环境中，进而在教师的引
导下分析、思考、解决问题，学生的创新思维也可以得到充分的锻

炼与培养[2]。其次对精编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内容，可以针对某一

个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等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丰富思想政治理
论教学的素材，从过去到现在、从理论到实践。为学生呈现丰富多

彩的材料可以帮助学生形成全面思考的习惯，从不同的角度对材料

进行分析与判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理解，同时
还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 

三、改善教学方法 

在以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中，往往是教师一言堂的教学
模式，学生机械地接受教师所讲的内容，不会主动思考，甚至还会

出现睡觉、玩手机的现象，很多教师没有关注到学生是否能够理解

讲解的内容，学生的主体性无法充分发挥出来。无论是从政治认同
还是创新人才培养的视角，这样的教学方法一定会被淘汰，尤其是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很多学生可以通过网络与新媒体接触到各种

各样的新闻，多元文化也在不断冲击，学生的创新思维很难得到一
定的发展。因此教师要改善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方法，实施探究式、

讨论式的教学方法，给予学生思维活跃的时间与机会。 

例如教师可以采用探究式的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思想选择具
有探究性的内容，进而确定本节课的教学主题，而不是将探究式教

学流于形式。教师要深刻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并不是单纯的

“宣讲”课，而是要将其发展为政治能力的“培养”课，使学生通
过学习与探究可以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解决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再者，对于探究社会现实问题方面，不仅需要政治学

的知识，同时也需要运用到历史学与文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因此教
师要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学生，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培养学生分

辨是非的能力，发散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思维的多元化发展，进

而完成探究性的学习活动。 
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高校将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改革为创新人才

培养的过程，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就会由以往的灌输式教学，变成
了既培养学生思想政治修养、又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过程，因此高

校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改革为创新人才培

养的重要阵地，实现政治认同，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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