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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课有效教学探索 
宋丽惠 

（枣庄学院   山东枣庄  277160） 

摘 要 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探索教学改革，改变过去“一考定成绩”的考试考核方法，引入“过程管理”、“行为管理”
的新理念，重视学生学习的主观努力度，重视对学生平时学习行为的考核，重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倡导团队学习方式，努力提
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实效性，取得了一定效果，也收获了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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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后简称

“概论”）课是大学生必修的通识教育课程之一。枣庄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本着“为学生成长做引导，为学校发展做贡献”的精神，
积极探索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方式方法的针对性、增强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一、教学改革的基本情况 
学院根据《枣庄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施方案》、《枣

庄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计划》、《枣庄学院思政政治理论课
考试考核实施办法》，规范思政课教学改革。改革后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考试考核成绩评定，从学生“主观努力度”、“行为实践度”
和“知识积累度”三方面进行。“概论”课的总评成绩 = 平时教学
成绩×20% + 实践教学成绩×20%+期末成绩×60%； 

平时成绩=学生出勤成绩×50% +课堂互动成绩×50%，课堂互
动包括提问、讨论、辩论、演讲等形式。 

二、改革后的教学设计 
根据改革的精神，为了提高“概论”课的教学实效性，学院老

师在教研室主任的主持下进行了多次教学研讨活动，对“概论”课
进行了精心设计，努力提高理论教学效果。 

1.采用灵活多样的课堂组织形式和教学形式，提高学生对该课
程的兴趣。 

根据不同院部学生的专业特点，有针对性的设计教学，比如让
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制作与该课程知识相关的课件进行展示，针对外
国语专业的学生，则推荐学生阅读罗斯·特里尔所著的英文原版的
《毛泽东传》或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选择
一段进行翻译，再对照译文，检验翻译的准确性，针对美术专业的
学生灵活地布置作业，以自己的作品来展示新时代的风貌。这些做
法都极大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利用好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撰写调研报告，
让学生参与、感悟、收获，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学习与他人的沟通
与合作。 

改革后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6
学分，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内容，理论教学共 16 周个
教学周，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同时进行。 

第一周在进行理论授课的同时布置实践课任务，由班长和学习
委员负责带领全班学生学习《枣庄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
革与建设实施意见》及附件，然后组建学习团队，并于第二周上报
团队名单，名单附每位学生的联系方式并标明队长，由其负责团队
各项工作的分工、协调、沟通，团队名单由学习委员汇总上交。        

第二周，各学习团队根据所给参考题目选择调研课题，教师对
上报选题进行检查，尽量保证各组选题不重复，帮助学生研究确定
调研范围，避免选题过大或过小，以便使学生对所选问题能够做得
了，能够形成一篇不少于 3 千字的调研报告。 

第三周课题选定后，为了规范学生的调研活动，对学习团队的
调研活动进行更好的了解和指导，要求学生制订调研进度表，由教
师进行检查和修正。 

第 4 至第 11 周：各学习团队进行调查研究并撰写调研报告。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的调研进度，以及调研活动中
的问题，帮助学生解决困难，指导学生边调查，边搜集保存资料，

边开始撰写报告，并由各个学习团队的队长负责将调研报告的一稿
上交（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教师及时批改、反馈，让学生尽快
修正，几易其稿，在第 11 周学生基本都能按照要求完成论文并上
交手写的不少于千字的纸质版调研报告并同时提交规范格式的电
子版调研报告。 

第 12 周：报告评价与成绩评定。实践教学结束后，就实践课
设置做了一个小调查，并让学生就实践课的收获与感想写了一个小
总结，算一次作业，也算一次平时考核。 

三、教学改革的经验总结 
教学改革实行过程中，有以下几方面在以后可供吸取的经验： 
1.引入平时考核、实践考核，有利于提高学生“概论”课的总

成绩。 
概论课内容较多，有一定的难度，本科学生还好，对于专科学

生起点稍低，课时较少，“概论”课考试成绩并不十分理想，平时
成绩和实践成绩的引入改善了这种状况，只要那些平时学习态度认
真，学习过程踏实的学生，即使最后的考试成绩不是特别高，按照
平时成绩+实践成绩+考试成绩折合而成的总分还是不错的。这种成
绩评定方式较好的解决了音体美学生和其他学生相比思想政治理
论课成绩过低，担心毕业找工作受影响的问题。这对于“思想品德
完全以分数来衡量不合理”问题的解决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探索。 

2. 学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与所授课班级有关的其他部门做好
分工与合作，是上好“概论”课的重要法宝。 

尤其是实践教学环节，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工作量都很大，教
师要紧跟学生的实践过程，及时了解学生的实践进展，一次次批改
学生的实践报告，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一切都是无偿付出，
甚至有的院部还嫌思政课占用了学生过多时间，而没有看到学生通
过这门课所获得的收益。如果能得到学校各部门的理解、重视和支
持，工作的开展会容易一些。 

3.和班主任以及学生干部的及时沟通交流，对于解决“概论”
课出勤率问题很重要。 

“概论”课采用大合堂授课的方式，对于平时的出勤考核就成
了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前几周学生还能够做到按时上课不迟到、
不早退、不旷课，但慢慢的就会有个别学生缺课，而且不及时解决
会蔓延给其他学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按照规定教师每节课
点名不得少于 6 人次以外，同时采用其他方式考核学生的出勤，一
是每次上课前让班长负责考核并报告实到人数，二是以课堂提问的
方式来代替点名，三是在下课之前的几分钟，让学生简单的写一句
话，关于这堂课自己印象最深的一个知识点、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或者意见和建议，根据交上来的回答，就能够清楚的知道是否有学
生旷课，是哪位同学旷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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