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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直接影响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政治理论水平，也是考验一所学校育

人的重要指标，因此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至关重要。当前高校多渠道、全视阈开设思想政治方面的精品课程，通过筛

选出优质的课程进行共享，全方位提高整体的教学实力和水平，给学生们更多优质的资源。因此本文将探讨高校思想政治精

品课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建设的主要途径，对推进高校精品课程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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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re a very important course, which directly affects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 level,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testing the education of a school, so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t pres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pen high-quality

cours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ield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and all-vision thresholds, and share them by screening out

high-quality courses, so a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teaching strength and level in an all-round way and give students more high-quality

resourc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ite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main ways of future construction,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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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精品课程的设立是教学过程中的一大创新，国家也非常

重视精品课程，通过划拨专项资金用于建设和发展精品课

程，力图为所有学生提供优质资源，消除不同地域之间的教

育差异。但精品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这些

问题可能会影响今天课程的实际作用和价值，因此要加强问

题分析和探讨。

1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特色建设现状

1.1 共享性不足

建设精品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让优质的资源能够得到共

享，从而消除地域和空间上的差异，让更多的人了解同样的

优质资源，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共享力度不足。一方面，

很多提供精品课程的单位在申报成功之后往往会将精品课

程的资源下架或将其中某一部分删除，可能是出于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也可能是想对原创内容进行独享，导致在系统上

的精品课程实质内容无法得到分享和传阅。另一方面，很多

精品课程上传的网站只对部分人群开放，比如本校的老师和

学生等，导致精品课程依旧是内部资源，无法与外部高校和

人群进行交流和探讨。

1.2认同度不够

精品课程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是精品，课程的

质量是毋庸置疑的，但实际上，很多精品课程无法达到预期

的效果，称不上精品，也导致很多学生对精品课程的认同度

不够。很多学生认为这些精品课程与一般的课程没有什么两

样，在选择精品课程时往往也只选择一些名师的课程。一方

面，是由于精品课程的质量不高，教师的能力不够，很多教

师并不具备研究和开展精品课程的能力和素质，导致课程的

内容水平参差不齐，影响精品课程的实际效应。另一方面，

网络系统不畅也是影响精品课程实现自我效应的重要因素。

很多精品课程所上传的网站建设不够健全，学生在浏览时很

容易出现卡顿现象，严重影响学生的感观和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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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建设性不强

成为精品课程需要经过两个步骤，一是必须要经过遴

选，通过对教学方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师资队伍等方

面的考察来选择优秀的课程，另一方面是需要进行建设，被

选出来的优质课程需要再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优化，直到成

为真正的精品课程才能正式投入到使用中。但当前还有很多

学校和老师对精品课程设置的理解还不够到位，一味的对标

精品课程选择的条件，对标每一项条件来进行改进，而忽视

了课程内容的优化和安排，只把课程进入精品课程门槛作为

奋斗目标，而没有励志将精品课程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当

成为精品课程后，也不在进行优化和改进，只在原地踏步，

导致很多内容留有较强的时代缩影，不适合当前时代的发

展，也就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眼光。

2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特色建设的有

效途径

2.1 加强学科协同发展

想要提高精品课程的水平，就必须要促进多学科之间共

同发展，为精品课程的建设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首先，要

构建有效平台，促进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之间相互发展和建

设，把人才培养、理论研究、队伍建设、课程设置等都纳入

到发展规划中去，促进二级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从

而促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把握和深度理解。其次，要

加强思想政治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通过搭建与其

他学科之间的桥梁，加强融合和发展，并且借鉴其他学科的

最新研究成果用于发展自我。

2.2 培养师资团队

对于精品课程而言，师资队伍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优秀

的师资力量能够有效提高精品课程的水平，也能有效促进思

想政治教学的整体发展。首先，要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对所

有的教师都要进行思想教育培训，让教师能够树立正确的教

学理念和明确的政治立场，在教学过程中能够起到模范带头

作用；还要加强对教师的任职资格管理，通过多种培训提高

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其次，要为教师提供学习和进步的

渠道和平台，通过与其他高校之间进行对接和交流，促进本

校的教师通过访学进修等方式学习其他学校先进的教育理

念和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整体实力。再次，要加强人才引进。

通过机关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学校等选拔聘用优秀的人才、

专家进入到精品课程人才队伍建设中，丰富人才队伍组成和

结构，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能力和水平。最后要加强对教师

的考核，制定考核标准，将精品课程内容设置和评价纳入其

中，让教师能够有更充分的自我学习动力和前进的方向，从

而有效提高整体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2.3加强资源共享

首先，要加强精品课程共享机制构建，明确规定精品课

程共享的内容、要求和标准，确保上传到精品课程网络上的

内容都能够被所有人了解和学习，真正实现精品课程的共享

目的。其次，要加强对精品课程网络构建的优化和完善，选

拔专业能力较强的技术人员，优化网络设置，提高共享效率。

再次，要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互动，利用共享模式提高精品

课程的水平和认可度。通过开展网上思政课、微课、在线答

疑等多种方式，加强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了解学

生对精品课程的认可度和对精品课程的意见建议，根据学生

的具体反馈来不断优化精品课程内容设置，增强对学生的吸

引力。同时，还要加强不同教师专家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通

过资源共享，分析当前精品课程构建和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相互探讨交流经验，从而有效提高整体能力和水

平。

3 依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特色建设创新

教学实践

精品课程是通过对优质教学课程的选择而形成的，是对

课程的提炼和优化，但同时精品课程也必须反作用于实际教

学，通过实践教学来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3.1创新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是开展教学活动非常重要的基础，好的教学理

念能够让教学活动更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也能够更好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因此必须要探讨先进科学的教

学理念。教师应当加强对日常教学的总结和反思，根据教学

对象和教学环境的不同来及时调整教学理念，并将这些先进

的教学理念进行分享，提高整体的教学实力。华东师范大学

在精品课程中就提出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强调发展性和现实

性紧密结合，强调教师主导和学生为本，先进的教学理念也

提高了整体的教学实力。

3.2创新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整个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构成

精品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品课程的评价指标里，对教

学内容的范围界定非常科学，不仅仅是教材还有教学的课

件、教学过程中所使用的参考文献或其他书籍等。因此教师

在开展教学过程中不要仅仅将目光聚集于教材而应该合理

规划教学内容和安排，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其次，教师还应

当不断创新教学内容，不仅包括对所教学知识点的安排和设

置，还包括在教学过程中的具体组织和设计，这是最能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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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师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确保课堂教学效果的

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教师应当加强对教学的组织和设计能

力，让教学过程安排的更加合理和科学，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3.3 创新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对课堂教学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甚至会直接影响学生对课堂知识的吸收和了解程度，也会影

响教师教学目标的完成。因此教师应当加强对教学手段和教

学方法的更新，比如华南师范大学在精品课程内容中就涉及

到教学方法的创新部分，不再只是单一的理论灌输，而是通

过发动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促进学生之间的合作和互助，

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环境，通过问题探讨和情景模拟相

结合的方式，激发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

4 结束语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精品课程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

问题，比如共享度不足、认同度不够、建设性不够强等，这

些问题都会影响精品课程作用的发挥，因此，要加强不同学

科的协同发展、培养优质的师资团队、加强资源共享、构建

全方位体系，并且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也要创新教学理念，创

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内容，从而促进思想政治课程的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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