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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具有亲和力，就必须在课堂教学上用情，做到课堂教学理论深

度与教学形式创新两者兼顾，实现教学内容与讲课艺术的完美结合；在教学考核上用心，做到教

学考核理论掌握与学生实际表现两者兼顾，体现考核评价的过程性和多元化；在教师魅力上用力，

做到教师的思想魅力、学术魅力和人格魅力三者兼顾，努力让教师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这样，

学生就可以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得到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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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

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1]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增强大学生

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就要在课堂教学上用情，在

教学考核上用心，努力让教师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 

一、就课堂教学而言，教学内容理论深度与

教学形式创新兼顾，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

学的亲和力，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

得感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中，少数教师为了博取学

生好感，提高学生抬头率，在课堂上大讲特讲野史轶闻、

网络传闻等；还有一些教师为了展现本人的学术水平，不

停地向学生“大水漫灌”。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无异于放

弃课堂教学主渠道，消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功能；另

一方面挫伤学生学习积极性，进而损害学生的信仰认同。 

如何抓住学生眼球，让课堂精彩起来？一是教师要

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做到集体备课和实际调研相结合。

集体备课可采用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两种方式。规定动作

就是教研室组织教师每半个月就一两个专题研讨一次，自

选动作就是及时研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最近

出台的方针政策。比如，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在集体

备课时就要及时组织研讨，将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

同志核心地位这一具有历史意义标志性成果带入课堂，进

入学生头脑。实际调研可采用党校授课模式，在学生上课

前开展课外课下专题调研，了解学生思想动态、疑惑症结，

抓住学生关注点和困惑点，就可以在课堂上有针对性地讲

解，及时回应学生在学习生活、社会实践以及影视剧作品、

社会舆论热议中所遇到的真实困惑，这样真正地把握住学

生跳动的脉搏，与学生同频共振，同向而行，思想政治理

论课实际上就达到了一个释疑解惑的效果。 

二是做足充分的课中讲授，做到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

相结合。课堂教学是主渠道，不能放弃主渠道的作用。比

如，可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分专题尝试多位教

师合力上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避免了一个教师讲授一门

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人堂、一言堂的现象，这样可以让学生

在一门课上领略不同教师的风采，分享不同教师的人生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整体性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化研究”（项目批准号：14BKS109）和安徽省振兴计划项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名师工作室”（项目批准号:Szzgjh1-1-2016-16）的阶段性成果。 

DOI:10.16580/j.sxlljydk.2017.09.046



教学规律探究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158 2017年第 9期 / 总第 225期 

悟，有助于激发学生兴趣。同时教师要花心思逐字逐句地

钻研教材，深耕教材，投入情感。课堂讲授不仅抓住“是

什么”、“怎么看”，更要抓住“为什么”、“怎么办”，把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落脚到大学生的信仰认同和信

念坚定上来。在课堂教学中要展示的是这样的一幅图景：

既有深刻的理论宣讲，又有鲜活的案例分析；既有理论的

系统讲授，又有获得的切身感受；既有针对性的解读，又

有融合式的讨论；既有片花展示，又有影视插播；既有“师

生辩课”，又有诗词对答；既有“研究式”探讨，又有“互

动式”交流。这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怎不受学生

欢迎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特

色和国际比较”，[1]这教育引导的主体在教师。一方面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组织实践教学，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

践，真正地让学生触摸社会，了解社情民意，在社会的大

课堂上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帮助学生在国际比

较中坚定信心——月是故乡明，风景这边独好。 

另一方面，要求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世界大势，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要具备有恢弘的国际视野，在国际

比较中、在中外文化的鉴别中，向学生理直气壮地讲透中

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让中国优势、中国亮点在国际比

较中得到彰显。而教师国际视野的养成，“须知此事要躬

行”，在学校的安排下走出国门，到国外去感知、体悟。

同时，也要更多地虚心学习人类社会文明的有益成果。这

样，教师组织的实践教学才有底气，学生才会信服。 

需要说明一点，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实践教学，既

要注重新颖活泼的教学形式，也要注重教学内容的针对性

和说理的透彻性，既要考虑学生的兴趣和需求，也要坚持

理性和原则，教学内容要紧贴理论与实践，寓教于乐、情

理交融。这样就实现了丰富的教学内容与高超的讲课艺术

的完美结合。 

二、就教学考核而言，理论掌握与实际表现、

过程性与多元化兼顾，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考

核的亲和力，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获得感 

目前，一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还是停留在用一

张试卷定成绩的阶段，考核内容单一，方式简单，学生意

见比较大。许多学生平时不重视思考人生道理和社会现

象，只在考试前临门一脚，通宵达旦地死记硬背，有时还

可以考得高分，但真正效果是削弱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

信仰教育和价值定位的魅力，降低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如何改变“以卷定考”现象？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的要求，“要改

进和完善考试方法。采取多种方式，综合考核学生对所学

内容的理解和实际表现，力求全面、客观反映大学生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道德品质”，[2]( P216)就必须遵循思想

政治工作规律和大学生成长规律，尊重大学生的心理特

点，围绕大学生情感、认知、行为方面合理设置考核评分

点。一方面考核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知不知”、“会不

会”问题，在理论知识了解、理论思维分析、小论文研究

和自主探索上设置考核评分点；另一方面考核学生对思想

政治理论课“信不信”、“行不行”问题，在学生讨论发言、

行为体验、生活实践、社会公益、参与表现中设置考核评

分点。每一个考核点都有相应的分数，分数的构成体现了

考核的过程性和多元化。如果一个学生理论知识测试分数

不高，但他在社会调查中有一份不错的调查报告，在社会

公益活动中又有乐于助人的表现，那么这位学生的总体成

绩受理论知识测试的影响就不多。反之，亦然。 

比如，笔者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通过调

研发现，学生对自己上台授课很感兴趣，于是在课堂教学

中就实行“学生上讲台”考核模式。在第一堂课上就确定

每个章节的主讲学生和他的团队。我们既在主讲学生的课

堂讲课、讲稿撰写和课件制作上设置考核评分点，同时还

考核团队成员的贡献和表现，也考核班级其他学生对主讲

学生讲台授课情况的评价，班级学生评价越丰富，平时成

绩越高；反之，越低（这是重点考核台下听课学生的关注

度和思考程度）。学期最后一堂课，笔者根据主讲学生和

团队成员的表现以及班级其他学生的评价，进行综合考

虑，宣布所有学生成绩，确定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每

组全体组员都有奖项），举行颁奖仪式并颁发奖证。这一

考核模式很受学生欢迎。[3] 

这样，真正打破目前有些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知”的

考核取代一切的倾向或以死记硬背获得高分的现象，体现

了考核评价的过程性和多元化，消解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

论课考核的抵触心理，达到了“思想与政治信念，不是靠

布置回家看教科书，不是靠记住它们并且回答出来，也不

是靠打分数来培养的。它们表现在思想里、行动上、活动

中和相互关系里。”[4](P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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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教师魅力而言，思想魅力、学术魅力

和人格魅力兼顾，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亲

和力，增强大学生对思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 

当下，一些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提不起兴趣，主

要原因还在于教师：一些教师为教书而教书，不了解“95

后”大学生的喜怒哀乐、崇拜追求；一些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存在“本领恐慌”现象，不了解学生的话语体系，教学

不对路子；一些教师游离课堂，不敬畏讲台、珍惜讲台等。

有学者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应该是高端教育”，[5]高

端教育应该有名师、大家授课。要让学生有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关键要在教师魅力上下功夫，着力提升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的思想魅力、学术魅力和人格魅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魅力来源于政治信仰的

旗帜鲜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高度自信。只有这样，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才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6](P295)也只有这

样，教师给学生传递的是理论自信，弘扬的是主旋律，展

现的是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让学生领会的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价值、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力量、

中国发展的时代意义，学生就会从中感受到正能量的激

励。不仅如此，教师的思想魅力还体现在教学相长师生交

流的思想碰撞上：学生的一个观点可以触发教师教学的灵

感，学生的思维方式可以带来教师的头脑风暴，学生的艺

术“浅出”可以促使教师思考道理的“深入”，学生的感

性丰富可以印证教师理论坚实。[3]教师和学生在沟通上倡

导平等，在讨论中强调民主，在交流上体现互动，让学生

真正感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来劲”。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学术魅力不是大段大段地背

诵、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怎么说的，而

要让马克思说中国话，从说中国的命运、中国的生活、中

国的事儿开始；要让高大上的理论变成细小实的“草根情

怀”；要靠真理的力量征服学生，还要靠生动的故事吸引

学生。生动不生硬、浅显不浅薄地授课，学生就能容易接

受，力争做到教师讲出来的就是学生爱听的，让学生真正

感到思想政治理论课“解渴”。 不仅如此，教师的学术魅

力还体现在比学生站位更高，比学生学识水平更深，比学

生能力更强上，要一直走在学生的前面，做“学生健康成

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1]只有这样的教师，才能让学生从

心眼里看得起，从心底里信服，才能让学生乐意接受教师

的学术影响。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人格魅力不仅要有得体的风

度、积极的状态和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还要有谦逊好学的

态度、孜孜以求的问道和兼济天下的情怀。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教师要潜心向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1]这要求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做教书匠，要做真先生；不无病呻吟，

要回答社会关切。教师只有将第一课堂的理论知识和第二

课堂的实践阅历相结合，有的放矢，才会冲淡学生心头的

迷雾，消解学生情绪波动，拨正学生人生航向，对学生发

挥着潜移默化的熏陶，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才有爱心，有情

怀，有灵魂。不仅如此，教师的人格魅力还体现在“围绕

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上。[1]从学生学习、生活、

发展中寻找问题，从学生心理发展特点、网络化环境影响

因素和成长成才规律上读懂学生，有针对性地破解学生的

疑难杂症。 

总之，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重点在

课堂，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活起来；

基础在考核，增强教学考核的全程性，让思想政治理论课

有趣起来；关键在教师，增强教师的魅力，让思想政治理

论课感动起来，这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才会使学生真心喜

爱，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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