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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高职院校思政课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何 丹

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湖北 武汉 430223

【摘 要】：高职院校思政课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不仅有利于实现课程目标，也有利于加强教师对学生的了解，还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目前，部分高职生因知识储备薄弱、学习主动性不强以及对教师心存畏惧等原因，存在不会问、不愿

问、不敢问现象。因此，要培养高职生的问题意识，就要丰富他们的知识储备，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还要提高教师的问题

意识，引导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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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discuss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wareness of problem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classe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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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clas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ultivates students' awareness of

problems, which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achieving the curriculum objectives, but also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s, and is also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spirit. At present, some vocational students will

not ask, do not want to ask, do not dare to ask due to weak knowledge reserves, weak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fear of teachers.

Therefore,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problem awaren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enrich their knowledge

reserves, cultivate good learning habits, and also improve teachers' awareness of problems and guid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wareness of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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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问题意识是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并能科学有效解决问题

的一种自觉意识，是我们思考、研究与行动的内在动力。高

职生具备问题意识，不仅能提高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索

欲，也能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思想政治理论课

（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学时要注重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要

善于将科学理论同具体实际相结合，引导学生用科学理论分

析和解决具体实际问题，培养和训练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

思维能力。高职院校学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在进行问题意

识培养时要针对他们的学习特点和身心发展特点，有的放

矢，培养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1 思政课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意义

1.1 有利于实现思政课程目标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教会学

生理解和掌握科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用科学的视角观察

社会，在此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

而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因此思政课教学时，一

方面要积极关注学生存在的思想问题和理论困惑，另一方面

也要积极关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力图从

科学的理论视角予以有效回应和解答，在此过程中实现教

师、学生与教材之间以问题为导向的有机融合，[1]达到课程

的教学目标，实现课程的育人目的。

1.2有利于加强教师对学生的了解

高职生这一年龄段，正处于人生的关键过渡期，人生观、

价值观还没有最终形成，思想活跃，在当今知识源和信息源

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背景下，容易受到不同文化、不同价

值观等的冲击和影响。[2]思政课教学时坚持问题导向，培养

学生问题意识的过程，是教师了解学生，尤其是了解学生思

想动态的重要途径。这一过程，有助于加深教师对学生的观

察了解和思想沟通，有助于教师察觉学生的思想困惑并给予

及时回应，有助于教师对学生的问题提出可靠意见和建议，

这样能让学生体验到被理解和被尊重，从而真正认同和接受

课程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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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指学生运用自己的知识储备，提出不同见

解，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精神品质。

问题不仅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3]高职院校思政

课教学时，教师要将较为复杂抽象、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

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实际和已有知识，有针对性地设置问

题、搭建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和探

索，主动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作用。在此过程中，教师不给问题设置标准答案，只对

学生进行充分有效地引导，鼓励学生善问、敢问，鼓励学生

多维度看待问题、发散性思考问题，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探

究。这样，学生成为了教学活动的主角，可以有效激发他们

的学习潜能，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

2 高职生问题意识欠缺的原因和表现

2.1 知识储备薄弱不会“问”

高职生群体整体来讲综合素质相对较低，学习基础相对

较弱，对基本理论知识和跨学科知识的掌握不够丰富扎实，

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在当今网络时

代，高职生尽管上网时间较多，但对社会热点和时政要闻的

关注较少；也基于网络的无处不在，他们更多地参与到虚拟

世界中，直接的生活实践体验相对不足。因此，高职生无论

是知识积累还是实践经验都较为欠缺，难以将所学理论知识

灵活运用于平时的生活学习中，普遍缺乏问题意识产生的基

础条件，缺乏发现问题的敏感性，既不善于发现问题，也不

善于提出问题。

2.2 学习主动性不强不愿“问”

高职生群体自主学习能力相对较弱，部分学生对教师的

依赖性较强，习惯于老师讲学生听、老师问学生答的传统学

习模式，认为只需要上课跟着老师的讲授思路，做好笔记，

课后将知识点死记硬背就可以了，不想思考、不会思考，也

不会主动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不用说积极参与问题的

分析、讨论和探究。由于高职生学习主动性相对较弱，缺乏

质疑精神，缺乏主动问的意识，因此学习过程中存在不愿意

“问”的现象，教师教学时容易出现自导自演、唱独角戏的

局面，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2.3 对教师心存畏惧不敢“问”

高职生群体在以往的学习经历中，因成绩原因受教师关

注较少，对教师有一定的距离感和畏惧心理，因此不敢问；

此外，由于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性，部分学生认为对教

师提出质疑就是对教师权威的挑战，有问题也不敢问，有不

同见解也不敢提；还有少数教师自身问题意识不强，没有足

够的问题引导能力，面对学生的问题，显得信心不足、本领

恐惧，因此解决问题时简单直接甚至对学生的问题忽视不

理，没有留给学生足够的问题时间和问题机会，这些现象的

存在都使得部分学生不敢问。

3 高职院校思政课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途径

3.1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1）多种渠道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让学生有“问”的前

提

丰富的知识储备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前提，因此要

培养高职生的问题意识，教师需要引导和帮助学生通过多种

渠道拓宽视野、增加知识积累。当学生具有了一定的知识水

平、较宽的知识视野、较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之后，

才会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

首先，要引导学生从书籍中获取知识。读书是一种很好

的获取知识的途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有针

对性地给学生开列一些书目，并结合教学内容采取多种方式

布置一定量的读书任务，引导帮助学生从书籍中获取知识。

学生只有头脑中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以后，才有善于发现问

题的前提。

其次，要引导学生从网络上获取知识。今天，由于网络

使用的快捷、内容的丰富以及选择的多样等特点，对青少年

的吸引力很大。教师可充分利用这一点，采取恰当的方式引

导学生从网络上获取知识，尤其要引导学生对时事政治、社

会热点等问题和现象进行关注和了解，同时可以引导学生运

用所学理论知识对这些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学生在开阔视

野、拓宽知识面的同时也强化了对理论知识的掌握。

第三，要鼓励学生从社会实践中获取知识。社会实践作

为接触社会、了解国情、服务群众的重要形式，对于高职生

的成长、成才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4]思政课程尽管内容较

为抽象，但仍然是来源于社会和生活实际。现在的高职生群

体与社会的直接接触相对较少，因此学校和教师要引导和鼓

励学生从书本走向生活，鼓励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鼓

励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鼓励学生投身社会，实现从理

论到实践的飞跃；然后学生带着问题从社会回到学校、回到

课堂，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这两次飞跃可以多次进行。

丰富的社会实践体验，能极大地增强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问题意识，有助于

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和理论知识的理解、认同和接受。

（2）多种方式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让学生有“问”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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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良好的学习习惯、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在很大程度上

能促进问题意识的培养。

首先，要帮助学生端正课程态度。思政课在以前重视不

够，处于相对较边缘的位置，再加上课程的政治性、理论性

较强，有的教师授课时“说教”意味较浓，亲和力不够，说

服力不强，使得学生对课程的兴趣普遍不高。因此，教师要

以深厚扎实的专业素养、娴熟的授课技巧、生动而富有感染

力的讲授以及高尚的人格魅力等，让学生学有所感、学有所

获、学有所悟，真正喜欢上思政课。

其次，要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要帮助学生养成

课前预习的习惯，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课堂；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主要起着引导作用，将话语权交给学生，鼓励学生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组织学生分析问题、讨论问题，引导学生

解决问题，激励学生持续探究。[5]这样学生在问题的引导下，

由“被动听讲式学习”变为“主动参与式学习”，能较好地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3.2 提高教师的问题意识，引导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1）要坚持教学时的问题导向

思政课是帮助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对现实问题进行

解疑释惑的。因此，教学时坚持问题导向，引导学生发现问

题，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能较好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首先，要了解学生的真正问题所在。思政课要坚持从学

生的实际问题出发，充分关注学生的思想状态和现实问题，

认真分析和把握当代高职生的生活、心理、思想和认知等方

面的变化和特点，充分关注和了解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实践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只有了解了学生的真正问题所

在，才能把握学生的思想、兴趣和需求，教学时将授课内容

与学生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为学生解疑释惑，这样不仅能

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学习兴趣，激发起学生探究问题、解决问

题的热情，也能让理论鲜活起来，同时增强教学的说服力和

吸引力，真正做到让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能够学有所问、

学有所思、学有所获[6]，有效提升课程的教学质量和育人效

果。

其次，要将问题贯穿于教学过程中。思政课教师教学时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问题意识，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除

了要充分关注社会发展和生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之外，对于

高职生群体，更要关注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学习、生活

问题和思想困惑等，以社会和学生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将

其与授课内容进行有机融合，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内在积极性

和自觉性，让学生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在教学

中主动回应教师、主动思考问题，以极大的学习兴趣和求知

欲望投入问题探究中，成为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角，从而有效

促进学生问题意识的提升。

（2）要加强教学的反思意识

教学反思，是指教师对教学实践的再认识、再思考，总

结经验、找出不足的过程，尤其要反思需要改进的地方。反

思需要教师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对自己提出“问题在哪儿？”

“为什么出现问题？”“怎么解决问题？”等。只有教师具

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较好地引导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因此，教师要加强教学反思，有效地调整修正自己的教学活

动。

首先，要反思教学对象。思政课程的教育教学在很大程

度上是一种认同教育，因此要坚持从学生出发，反思课程教

学是否考虑到了教育教学对象的现实需求，进而对学生进行

更充分的了解，进一步分析和把握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

习状态，进一步关注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实践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和困惑，这既是思政课教育教学的起点，也是增强思政

课教育教学效果的前提。

其次，要反思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课堂教学的成败，因此要反思教学内容是否依据了教学目标

进行选择和处理，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是否符合学生的知识储

备和学习能力，是否包含了德育内容等。反思过后进一步对

教学内容进行合理优化，适时地切入社会热点问题，并将学

生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或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教学内容

进行有机结合，同时利用恰当的时机对学生进行价值观的教

育等。

第三，要反思教学过程。要反思教学设计是否合理，教

学方式方法是否得当，教学应变是否机智，还要反思是否坚

持了问题导向，学生是否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等。反思过后，

在教学时要进一步坚持“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

教育理念，坚持从学生的实际问题出发，有针对性地创设问

题情境，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探究问题，加强对

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还要练就娴熟的授课技巧，提升教学

机智和课堂应变能力，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增强教学

对学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激发学生参与问题探究的欲望和

热情，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有效并且有针对性的引导，从

而达到教学的知识目标和育人目标。

结语

高职院校思政课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有利于提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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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能力和课程的教学效果，有利于实现课程的教育教学

目标，能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

激发学生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因此，思政课教学时坚持问

题导向，培养并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对于促进学生学习方

式的转变，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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