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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践式教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探究 
◆刘  佳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实践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特性，教育的本质是服务于实践，

教育源于理论，最终要回归社会实践，新时代背景下探索对基于实践式

教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分析思考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实践育人

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对促进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

思维方式、探索能力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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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遵循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规律，遵循教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思政课
作为立德树人核心课程，致力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是思政课建设的首要任务。实践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特
性。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实践性出发，探讨思政课程实践育人所
面临的问题，对创新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实践性教学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一、实践性教学对高校思政政治教育课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核心课
程，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
常必要”。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项具有实践性的对象性活动，思想
政治教育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从人的实际出发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必须分析人的思想与行为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实践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课具有塑造、在拔尖人才培养背景下对思想政治理
论课进行整体性改革，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教学”，
有利于发挥思想政治理论的思想领先优势，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时代性和实效性，让学生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行动，助推创新
人才培养。 

实践教学模式的引入,可以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存在的受
教育者缺乏主体性,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教育理
念和资源整合不足的特点。实践教学模式作为推动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实效性的重要手段,实践教学必须在学科定位上做到精确,运
行模式上做到高效,考核管理上做到准确,这样才能发挥提升思想
政治教育实效的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对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为中心，推
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发挥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致力打造思想高地、红色阵地、人才洼地和立
德树人基地，努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
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 

实践教学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创新性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实
践教学，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理论知识的有效途径，
学生的亲身实践和体验能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接受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认识水平和社会适应
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实践性教学模式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
有效途径,是适应现代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思想
政治教育课程的新要求，高校必须加强实践环节的投入，教学必
须深入社会现实之中，加大实践环节的教学力度。直面各种社会
信息，直面学生的各种疑虑，才能够在解释规律中传道、在强化
教育中授业、在理论联系实际中解惑，提高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
增强学生分析认识社会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传统

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模式以课堂、书本、教师为中心，授课方法
单一，教学效果不理想，而实践教学使学生变成积极的实施者和
参与者，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增强了课程的教学效果。实践
教学是高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专门人才的
需要。总之，实践教学应当成为这类课程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基于实践式教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课程体系建设 
根据教育部“打赢提高高校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的

总体要求，学校着力加强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全面提升思政课
教学质量和水平，取得了积极成效。中宣部教育部的教社政
［2008］5 号文明确要求：“要从现有学分中划出 2 个学分，开
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并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划和教
学大纲”。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结
构，统筹规划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首先要对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课程实践性教学进行周密计划、合理安排；学校教务部门要
调整学时学分数，加强课程结构改革，深化实践教学，科学设计
实践教育教学体系，新增理论与实践课程，丰富“课程思政”的
内容和形式 

2、构建“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的教学体系 
在拔尖人才培养背景下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整体性改革，

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教学”，发挥思想政治理论的
思想领先优势，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代性和实效性，让学生
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行动，助推创新人才培养。 

设置“思想政治课社会实践”课程，将课外思政教育社会实
践活动纳入课程体系，深化马克思主义实践教学，把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方法传授给学生，并着眼于学生实践能力、运用
能力的培养。将思政课实践教学延伸到学生社团活动、青年马克
思主义工程、学生党校及学生寒暑假社会实践等领域，引导学生
走出校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实现政
治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深入分析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和学生普遍关心的问
题。开展例如“课前连线 5 分钟”、“10 分钟时政读懂中国”、“马
克思主义经典阅读汇报暨‘理论之星’报告会”、“民族团结‘精
彩一课’教案及授课技能比赛”、“传承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主
题演讲比赛”、“增强五个认同促进民族团结”班级论文交流会、
“讲述：在红色档案中触碰理想信念”、“讲述：感悟经典”、“讲
述：来自身边的正能量”、举办“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习书画
展”等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3、推进思政课实践性教学方式改革 
课堂实践性教学就是在思政课上,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例

如小组讨论、案例演示、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在课堂开展各类
实践活动，增强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和机动性。鼓励教师发挥理性
思辨所长，以理论演绎的方式展开教学，支持教师利用在线开放
课程平台，开展基于 SPOC 的“翻转课堂”教学。积极探索学生
与教师“共享讲台”的讨论式教学及基于学生问题的“诊断式”
教学等，发挥专业课程教学的育人功能。 
不同课程的教师也要根据课程设置的特点采用多种的教学方式，
首先思政课教师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所学专业特点，结合
思想政治课课程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
有机融合；专业任课教师也要结合专业课程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课程任课教师在传授学科专业知识的同时，要有意识的
对学生进行思想引领和价值观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融入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全过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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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新闻学、文学等学科的专业课
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新时代新形势，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面配合创新人才的培
养，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性目标，是具有前瞻性、全
局性、探索性和示范性意义，对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
设的持续健康发展，努力开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新局面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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