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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 

要坚持“四个结合”* 
 

刘富胜  赵久烟 

（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7） 
 
[摘  要]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就是大学生感受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学有所获”

“学有所用”的课程，从而实现“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大力提升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获得感，满足青年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要努力坚持导向鲜明与育人为本相结合、理论

灌输与互动参与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相结合。只有做到这

“四个结合”，才能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激发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

极性，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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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能有什么收获”，这个在多

数教师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是学生选择是否主

动走进课堂、抬头听课、参与教学、接受教育的关

键。教育部《2017 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

年专项工作总体方案》提出，2017 年“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要打一场提高高校思想政

治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大力提升学生对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获得感，满足青年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

期待。影响大学生个体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因

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但

大学生群体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上反映出的共

同性和普遍性问题，就不能仅从教学的需求方来寻

找原因，更要推动教学的“供给侧”改革，我们认

为，需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结合。 

一、导向鲜明与育人为本相结合 

获得感以理想目标为前提。增强大学生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获得感，需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

理想目标，需要将政治导向与育人为本结合在一起。 
导向鲜明是育人为本的前提。“培养什么人”

“为谁培养人”是社会主义大学根本性、长远性的

问题。我们所要育的人，是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没有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导向，就

会脱离我们培养人的目标和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我国

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

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

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1]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越是坚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越能赢得学

生的尊重和认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牢牢把握并

不断强化“四个服务”意识，既不回避改革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又能透彻分析各种错误思潮的本质及

*
本文系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方法论研究”（项目批准号：2015ZDZX23）和重

庆市教委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133130）的阶段性成果。 

DOI:10.16580/j.sxlljydk.2017.06.021



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2017 年第 6 期 / 总第 222 期  95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其危害，就能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大学生心中

“值得学习”的课程。 
育人为本是导向鲜明的归宿。思想政治理论课

和其他课程一样，都是为了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都是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服务。如果说其他

课程培养的是学生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专业素

质，思想政治理论课则重点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

质和道德素质，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

础。正如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中指出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

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

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

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1]这

就要求我们，导向鲜明并不是学生接受的充分条

件，还要做到“有虚有实、有棱有角、有情有义、

有滋有味”，让学生感受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以

人为本”“成长所需”的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通

过课堂讲授和实践教学，引导学生学会用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从

而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提高素质，增强本领，顺利

成长成才。 
坚持导向鲜明和育人为本相结合，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就要做到“真懂、真信”。真懂就是能够

熟练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

和基本方法，能够对学生解疑释惑。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要做到真懂，既要读原著、读经典，又要能

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真信就是“坚信马克思主义

的真理性”，[2]做到言行一致。《论语》讲“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不能把教学仅仅当做谋生的手段或者职称

评聘的桥梁，更不能因个人事务而敷衍教学。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用心教学、安心教学、精心教学，

随时随地以身示范向学生传递社会正能量。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真懂真信，才能带动学生对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真学真用。 

二、理论灌输与互动参与相结合 

获得感来源于对象的稀缺性和主体的参与性。

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就是要让课

堂教学成为学生解决思想困惑“难得的机会”，要

让学生敢于说出困惑，从而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理论灌输是互动参与的基础。理论灌输是思想

政治教育的本质，[3]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培养正确

的、告诉未知的、理清混乱的和抵御错误的。大学

生也会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但是他们的见解和主

张往往是零散而非系统的、前后矛盾而非理论自洽

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通过把道理讲透，从而坚

定学生的理想信念。坚持互动教学，不能任由学生

发挥，更不能冲淡理论灌输的主题。随意化和碎片

化的互动教学，只会让学生“热闹一阵子”，不能

做到对学生“影响一辈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要熟悉教材、吃透教材，既要讲清楚重点和难点，

也要帮助学生构建起本门课程完整的知识框架，让

学生能够对知识点进行体系定位和准确理解。 
互动教学是实现理论灌输的有效手段。互动教

学，就是通过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实现

教与学的有机统一。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形式是

多种多样的，学生是否对教师讲授的内容感兴趣、

有回应，并不一定要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进

行。大学生的困惑如果得不到专业人士的解答，他

们就会从非专业人士那里寻求答案；如果在大学校

园内得不到解答，就会从网络大 V、社会公知那里

寻求解答；如果他们从未向人提起这些困惑，他们

就会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拥有这些问题的准确答

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善于把

握学生的关注点，善于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和提出问

题，帮助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互动教学能够

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热度，改变大学生对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刻板印象，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活起来”

和“火起来”。 
坚持理论灌输与互动参与相结合，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既要做到备课充分，又要做到了解学生。

课堂教学既不能“满堂灌”，又不能够把课堂“完

全交给学生”。教师是教学的主体，要坚守好课堂

教学的主阵地，系统灌输理论知识，讲透重点和难

点。只有做到备课充分，才能做到讲授与互动恰如

其分；只有做到了解学生，才能够做到问题设置精

准、思想引导有力。理论灌输不等于照本宣科，照

本宣科的教师无论多么严谨，都很难得到学生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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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互动教学不等同于哗众取宠，哗众取宠的教师

无论拥有多少套路，都很难得到学生的尊重。 

三、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获得感体现为思想上的认同和行动上的转化，

即“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增强大学生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既要通过实践教学促进学生

的思想认同，又要通过课堂教学为他们解决实践困

惑指明方向。 
实践教学有助于破解课堂教学中的“难点”和

“困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总是存在部分“逻

辑清晰”但“接受困难”的内容。对于这部分内容，

只能通过实践教学，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来解答。

例如，从理论上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

信”并不难，但学生往往通过“一知半解”“人云

亦云”的网络信息，进行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

对比。教师除了要在课堂教学中全面介绍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前提、现实成就和伟大梦想之

外，还需要通过实践教学让学生触摸历史、感知社

会、深入群众，培育学生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的宏

大视野，感悟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4](P7)任何理论

逻辑都需要转换为实践逻辑，才能得到学生的真正

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课堂教学内容

的真理性，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让学生深刻体验并真

心信服。实践教学就是要让学生通过感性体验，加

深对课堂教学中理论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就是要让

学生与社会其他成员进行话语交流和思想碰撞，引

导学生实现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 
实践教学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服务于课

堂教学的整体布局。只有搞好了课堂教学，学生才

会对实践教学感兴趣，才会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课

堂教学中的理论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搞好课堂

教学，需要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贴近实际，就是要用理论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

象，能够让学生认识到课堂教学的“科学性”；贴

近生活，就是要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典型案例作

为教学资源，让学生感受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讲学

生“自己的故事”；贴近学生，就是要用学生喜欢

的表达方式，为学生提供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方法

论指导，让学生体会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益

性”。大学生渴望得到帮助和指导，但内心排斥不

接地气的说教。马克思曾说“‘思想’一旦离开‘利

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要帮助大学生超越感性到达理性、超越当前着眼长

远、超越个体重视集体，就一定要将理论与现实、

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 
坚持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需要做好专题教学规划和实践环节设计。

开展实践教学后，理论教学的学时会更少，需要将

“教师讲授”与“学生自学”结合起来。为了照顾

体系的完整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与高中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之间存在部分重叠，四门主干课

教材内容之间也有一定交叉。坚持问题导向的专题

教学，就是讲深讲透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教材中的重叠部分，统筹安排教学中的

交叉部分，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实践教学是教师指导、学生参与的教学活动。实践

教学要从课堂教学的需要出发，要有实践环节设

计，要有实践流程把控，不能让实践教学流于形式，

更不能让实践教学冲淡课堂教学。 

四、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相结合 

获得感既需要内化，也需要固化，不能被冲淡

和消解。随着互联网的推广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大

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增强大学生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获得感，需要将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结

合起来。 
线上教育是线下教育的提升。智能手机和互联

网不是洪水猛兽，只要能够正确使用，就能够大大

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效果。线下教育能够实

现教师和学生的“面对面”交流，有助于通过语言、

眼神、手势等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线下教育

也有自身的局限，无法做到“一对多”即时指导和

“多对多”的全面互动。线上教育需要建设思想政

治理论课网络教学平台，便于教师发布话题、推荐

教学视频和参考文献，也便于学生提交课堂作业和

自主学习。学校和学院还可以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

官方微博，随时更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取得的

新成就和发现的新问题，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的新成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新观点。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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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论课教师可以发起教师和学生共同参加的

“QQ 群”和“微信圈”，实现教师和学生的即时互

动，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并就热门话题进行理论

解读和思想引导。 
丰富线下教育是做好线上教育的关键。不少高

校都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网络教学平台，也有部

分高校开设了专题网站和官方微博，但是学生使用

的频率和学习的效果并不理想。这并不是因为学生

不喜欢线上教育，而是因为脱离了线下教育，线上

教育就容易流于形式。丰富线下教育，就是要转变

大学校园内的“低头族”和“手机依赖症”现象，

让学生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校园文化生活之中。线

下教育既需要通过深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手段来

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抬头率”；也需要通过考

试改革、提升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网上教育的积

极性和参与度；还需要通过拓展第二课堂，增强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学生对待课程的态度，很

大程度上与考核方式相关。加大平时考核比例，细

化平时考核内容，适当增加学习压力，就能提升学

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视程度。积极参与校园文

化建设，通过开设讲座、指导社团、参与班会等第

二课堂活动，就能“让学生更好认识老师”，[5](P10)

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亲和力。 
坚持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相结合，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需要提升新媒介素养。线下教育与线上教

育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

在线下教育中充分使用线上信息资源；又要在线上

教育中充分运用线下知识理论，做到线上教育与线

下教育的有机统一。教师需要具有使用互联网进行

信息查询、资料下载、图像编辑等方面的能力，充

分利用互联网资源编写教案和设计课件，构建专属

于自己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库。教师还要有

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做到“不信谣”“不传

谣”，引导学生不被错误信息所误导，不被网络舆

论所左右。教师还要掌握网络舆情的演变规律，精

确把握介入学生话题讨论的时机和方式，能够通过

议题设置、消息对冲等手段有效降低网络热议事件

诱发的思想波动，做好网上学生思想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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