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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刘祥洲 1　陈高朋 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106

摘　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为能够向社会提供充足的高素质人才，全国各类型

高校均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开展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过程中基础且重要的教学内

容之一，其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对社会的认识以及对国家的了解，对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培养学生品德、增强

学生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各类高校不断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工作，使得思政课实践

教学模式更能适应当前高校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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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中，思政课教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但

是有一些大学生会因为这些课程的理论枯燥无味而对于这门

课程没有兴趣，学习效果不是很好。为了进一步让大学生学

好思政课，在教学活动中必须要进行实践教学，并且实践课

堂要进行改革与创新，才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接受所学内容。

一、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校思政实践教学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而进行分析，首先，实践教学缺乏系统性和科

学性，体现在当前高校没有建立专门的管理机制和保障制度，

以至于思政课实践教学具有随意性和盲目性，严重影响高校

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而且当前高校为了提高就业率越来越

重视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这种功利化的教育思想没有认

识到思政教育的重要性，以至于思政实践教学缺乏管理，教

师不够专业而且积极性不高，学生也不愿意配合，导致实践

教学效果不佳，严重影响学生思政水平的提高。其次，思政

实践教学针对性不强，究其原因是教师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的

认识不全而，他们片而的认为实践教学仅仅是社会实践活动、

讲座等，以至于思政课实践教学难以达到预期教学目标。再

加上学校没有制定严格的教学制度，导致思政课实践教学缺

乏制度保障，而且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不够规范，这也是影

响实践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此外，思政课实践教学缺乏可

持续性，当前虽然一些学校已经认识到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但是在具体教学中，还没有实现各个部门统一协调，所以高

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经费不足，制度不完善，不利于教学的可

持续发展。由于高校对实践教学不够重视，以至于高校思政

实践教学形式化，而且高校没有针对实践教学建立运行机制，

所以实践教学缺乏可操作性，这也是当前高校思政课实践教

学而临的主要问题。而学校缺乏实践教学基地、教师队伍建

设有待加强等都是阻碍实践教学顺利进行的因素。

二、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有效策略

（一）提升思政课程教学的内容

传统的思政课程内容基本就是理论的阐述和解释，学生

对这样的教学内容无法产生有效的理解。基于这种情况，教

师应该能够通过教材的内容，来扩展教学范围，通过各种当

下社会时代出现的问题，尤其是与当下大学生息息相关的事

件，来解读一些政策文件，这样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对思政

课程内容学习的兴趣。另外，除了常规的理论课程之外，教

师还应该加强学生思想政治的实践课程。

比如，在某些重要的会议及日期，组织学生来观看和学

习会议的内容，使学生能够感受到参与国家重大事件的体验，

增强学生的参政理念和公民责任感。除此之外，教师还应该

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到本地的社会实践基地参观学习，或者

从事公益事业。这就需要高校能够与当地的组织相联系，与

烈士陵园或者其他革命纪念馆等场所，建立教学实践的相关

活动。使学生能够在整个大学学习期间，完成社会实践活动，

实现对我国革命历史的深人理解和认识，从而提升自身的思

想价格观念，达到思政教学的目的。

（二）增加思政课程的教学形式

新时期环境下，互联网技术已经十分普及，许多先进的信息

技术已经应用到高等教育的教学中来，为高校教学工作提供了

众多的形式。高校思政教学工作者应该能够有效的利用信息化技

术，来实现多种形式的教学工作，来提高课堂的学习效果。

比如，当下多媒体技术已经深人到高校的教学中，同时

利用互联网的大数据功能，来挖掘网络的各种信息资源。教

师通过网络信息资源整理成为电子课件，来增加课堂的教学

内容。另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微课”等形式，来对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微课”这种教学形式，教师利用自己的课

余时间进行录制，并且通过公共社交网络进行传播。学生可

以通过网络来观看和学习，而且不占用课堂时间，使学生充分

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来进行思想政治学习。另外，学生习惯于

与使用互联网等平台来获取信息，教师可以通过浏览网站或者

其他媒体平台，将一些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推送给学生，

使学生能够方便获取这些内容，实现思想价值上的升华。

（三）让学生面对社会热点话题

对于现在一些大学生理念信念的缺乏，对于政治情况明

辨是非能力不足的现状，高校的思政课在教学的时候应该举

办社会热点问题面对面的相关活动，让学生在具体的一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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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件中有一定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具体做法是将一些社会

热点的问题组织学生在课堂进行讨论，让学生在课堂中同通

过谈论解决相关问题。

例如，在“建国 70 周年”的社会热点中，高校可以利用

暑假期间组织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的社会实践活动，教

师带队学生进入革命圣地延安，并鼓励学生继承和发扬延安

精神，弘扬革命先辈不畏艰难险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精神品质，将自身所学运用到下乡工作中来，用青年人的实

际行动为祖国献礼，以表达对党的忠诚以及对祖国的热爱。

（四）积极开展思政实践课程的教学活动

在新时期，高校的思政实践教学应该能够得到充分的重

视。通过整合本地区的实践教学资源，来实现对学生的系统

化教学。

比如，加强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对本地区的烈士陵园、

革命纪念馆等红色文化旅游教学场馆进行建设，配合高校的

课堂教学内容来进行实践教学工作。另外，还要与当地的宣

传部门、文化部门沟通，给学生提供参加本地区政治理论宣

传工作的实践机会，使学生能够切实地感受到政治理论和宣

传的现实意义，从而促进课程的理论学习更加的扎实和深刻。

三、结语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在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因此积极发现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

针对问题实施一系列有效的改进措施，其对于促进高校学生

整体素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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