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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学习强国”在高职思政教育中的充分应用 
蔡宏  罗玮 

（江西开放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46）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政教育更是受到极大重
视，这既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也对思政教学的改革创新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5Ｇ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网无论从平
台构建还是内涵主体等方面，都对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带来了极大影响和广阔空间。本文主要阐述通过遵循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规律
和互联网的发展规律，依托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加强其在学校思政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充分运用，发挥其在思政教学过程中的基
础性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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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现“学习强国”在思政教育中的平台优势 
“学习强国”正好弥补了传统课堂思政教育中的短板，首次实

现“有组织、有管理、有指导”的学习方式，为课堂教材提供了丰
盈的血肉，让思政教育瞬间变得鲜活亮丽起来。它汇集了大量文章、
期刊、图片、视频、歌曲、戏剧、电影、慕课等资源，涵盖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教育、历史、人文等领域，满足了互联
网条件下学生多样化、自主化、便捷化的学习需求，以学生喜爱的
阅读习惯，同步包括网红、偶像明星、历史剧、热播剧等在内的网
络聚焦，第一时间将政策热点、改革焦点、创新要点、发展难点带
进课堂，扩展教学素材，拓宽学生视野，引导学生真实生动地感受
时代脉动和进步，“学习强国”就这样因其与思政教育高度契合的
平台优势，实现了思政教育的阵地拓展和网络延伸，成为思政教育
中不可或缺的第二课堂，打造线下与线上融合，教室与网络结合的
学习机制。 

二、善于挖掘和运用“学习强国”的丰富资源 
（一）内容的契合性 
思政教育中鲜明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始终是第一位的，

“学习强国”经过持续的调整和优化后，现有 5 大导航、43 个板块、
200 多个子栏目，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可以说是“学习强国”突出
的特点和优势，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际，从
社会到生活……这些都与思政课程内容着高度的契合性，从价值力
度、思想高度、理论深度等方面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更多知识储备。
高职教师在指导同学们利用“学习强国”进行学习的过程中，要根
据课程学习内容安排好素材和资源，将课堂学习延伸到网络空间，
让“学习强国”成为课程学习的好帮手。 

（二）学习的针对性 
“学习强国”虽然资源丰富，在指导同学们运用的过程中教师

要重点做到紧贴课堂学习内容，有的放矢，这样才不会陷入“胡子
眉毛一把抓”的乱局中。例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
学习中， “电视台”导航下的“看慕课”板块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微课程》的内容“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
求大同、廉政之道、修身之道、处世之道、用人之道”、《品读道家
智慧》23 集等就是针对性非常好的素材，是对教材第三章内容的生
动诠释。 

（三）专业的灵活性 
思政课程虽然是高职学院各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教师也可

以根据各专业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要求，指导学生在“学习强国”中
选择更具灵活性的学习内容进行有益的补充，以提升学生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素养。例如对人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的同学们来说，“电视
台”导航中的“看慕课”板块，下设社会法律、理工农医、人文史
哲、政治经济、外语、高校外语联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家
开放大学等子栏目，这些栏目中有丰富的课程资源、专业的知识理
论、最新的科研成果，同学们既可以按照学科分类，也可以按照学
校分类选择学习内容，《诗歌艺术》68 集、《经典导读与欣赏》52
集、《理解马克思》39 集等资源，无论是在思政课程还是在课程思
政中，都可以帮助学生切实增强理论高度和拓宽知识广度。 

三、用好“学习强国”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一）总体要求： 

思政教育要用好“学习强国”，关键是做到每天学习，重点在
三个字，即“心、用、恒”。“心”即是“有心为之”，利用“学习
强国”进行学习不能是完成任务的形式主义，必须有“入山问樵，
入水问渔”的求知精神，不断提升理论知识水平，提高思想政治觉
悟，夯实价值目标引领；“用”即是“学以致用”，要求学生通过日
积月累的学习，能够做到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面向生活、解决实际问
题的办法，成为自觉行动的内在驱动力；“恒”即是“持之以恒”，
意味着不要把学习当作任务或是负担来敷衍了之，而是要把它看作
是生活的常态和必需，从学习中去发现生活的热爱，这样才能将“学
习强国”融入日常、融入生活。 

（二）学习类型： 
对高职学生而言，用好“学习强国”完成学习，可以采取“必

须学”和“选择学”两种形式。 
第一，“必须学”是指学生根据每学期不同课程学习内容，必

须浏览老师在“学习强国”特定专门板块中的推送内容，并通过在
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学生主题发言、师生交流互动、学习小组讨论、
课后提交作业等形式进行检查。 

第二，“选择学”是指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和兴趣爱好，
针对性的选择浏览相应板块推送的内容，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和自由性，学生通过每周汇报学习进度、每月提交学习成
果，以作业或展示等形式检验学习效果。 

（三）评价方式： 
首先，利用“学习强国”中特设的“学习积分”和“我要答题”

功能，规定学生每天学习必须达到的最低分数要求，每周进行一次
汇总，课程结束后以该分数按照一定比例折算为参考变量，计入学
生课程学习的平时成绩中。 

其次，在课堂教学中改变传统满堂灌、一直听的授课方式，合
理分配好课堂教学时间，真正做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将课
堂交还给学生，鼓励、引导学生将其在“学习强国”中的学习内容、
学习体会、学习成果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展示、交流、分享、讨论，
提升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强化 “学习强国”的行之有效。 

最后，利用“学习强国”其它的特设功能，可以创建以班级为
单位的学习组织，在“我要答题”中，通过“答题练习”坚持练习
掌握优质内容，通过“答题竞赛”挑战对抗磨练答题技能，以赛代
学，在班级评选出每周“学习之星”，并在每周“学习之星”中评
选出每月“学习之星”，评选结果作为学生在校各项评优的重要依
据，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 

总之，思政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重要途径是上好思政
课程，广大教师要用好“学习强国”，把握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求知
需求，转变思政教育“单调的政治宣传”、苍白的道德说教”的旧
思维，引导学生增强平台体验，用“学习强国”打造有思想高度、
理论深度、时事热度、生活广度、情怀温度的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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