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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本文以W大学为例，通过对学生的调查，收

集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吸引力、认同感和主要问题等方面的数据，以了解当下教学的现状和实际效果；

教师方面，通过对备课阶段、教学方式、效果评估、限制因素和改革措施五个层面的调查分析，来进一

步探索制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现实瓶颈。在调查实践的基础上，我们遵循一定的路径，提出了六个

方面的改革举措，以期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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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s a key cours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le-
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Taking W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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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s data on the attractiveness, identity and main proble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hrough a survey of student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teaching status and actual 
effect; In the aspect of teacher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lesson preparation stage, 
teaching method, effect evaluation, limiting factors and reform measures in order to further ex-
plore the practical bottlenecks that restri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on and practice, we follow a certain path and put for-
ward reform measures in six aspects, in order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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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的教育领域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

“思政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对于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当代中国，

高校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鲜力量，是祖国和人民的希望。大

学时期，也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高校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和精神信

仰坚定与否，关乎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1]。因此，深入了解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工作，积极改进思

政课教学效果，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为探究当下高校思政课的教学

现状，提升教学质量，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对 W 大学的学生和老师开展了相关的调查。通过对学生

数据的分类统计，收集到了思政课在“吸引力”“认同感”“主要问题”“措施导向”和“教学载体影

响”等方面的信息；而教师层面，对于“备课阶段”“教学方式”“效果评估”“限制因素”和“改革

措施”五个维度进行了调查研究。根据调查结果，分析了师生双方对思政课的评价与诉求，并以此提出

了多维立体的教学改革建议。 

2. 现状概述 

我们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收集到 640 份在校大学生的问卷数据，其中有效问卷 636 份。通过对这

些数据的分析，以初步了解当下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效果。 

2.1. 思政课总体评价 

调查显示，当前思政课对大部分学生(64.6%)价值观的塑造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认为“影响很大”的

只占 19.4%。大部分学生(83.9%)对思政课所教授的内容具有较高的认同度，但是有 34.5%的人对思政课缺乏

兴趣；只有 52.1%的学生是有兴趣而且比较认同所教的内容，其余的都存在兴趣不高或者不认同所教内容的

问题。其中，抛开自身专业的影响，非思政专业的学生选“没兴趣”的高达 41.1%；另外，在思政专业中，

也有 27.4%的人不认同所教授的内容。由此可见，当下的思政课教学效果并不乐观，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2. 主要问题及措施导向 

根据调查，大部分学生(38.8%)反映当下思政课的主要问题在“教学方式”上，而有 29.3%的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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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教学内容”上，认为是“教师表达水平”的仅占 18.3%。深入分析发现，在教学方式层面，学生

对课堂的“互动式”1 (78.6%)和“讲授式”2 (51.5%)教学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需求，但当下对互动式教学的

融入需求更大。在教学内容层面，学生更倾向于内容的“现实感”3 (86.6%)和“丰富性”4 (86.6%)的完善，

同时，对“辩证性”5 (72.1%)和“艺术性”6 (73.9%)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需求。 

2.3. 思政教材对教育效果的影响 

调查发现，学生对于思政教材阅读的重视程度不足，阅读较少的占多数(47.3%)，而大部分读过的只

有 30.7%。在对教材阅读较多的原因中，“教学课程的要求”占了大多数(80.2%)，真正“对课程相关知

识感兴趣”的只有 57.5%，而认为教材本身具有优点的，则占比更小(26.9%)。这说明思政教材还存在着

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是“过于理论化，比较抽象、空洞”(69.8%)，缺乏现实感；同时论述上存在“内容

比较教条，缺乏辩证性”(40.8%)，不能以理服人的问题。思政教材对学生的教育效果(15.8%)要明显弱于

思政课堂(58.1%)，亟需改进。 

3. 制约因素 

我们对思政课教师进行了教学情况的问卷调查，共收集到 45 份问卷数据(以涵盖学校大部分思政课

教师)，并对个别教师进行了深入的访谈。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来探寻制约当下思政课教学效果的潜

在因素。 

3.1. 教师备课阶段 

调查显示，思政课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规划主要来自于教材(88.9%)，而由之前的现状调查可知，思政

教材本身存在着诸多的限制，传授的主要是较为抽象的理论性知识，这给教师的教授和学生的接收都造

成了一定的困难，从而影响教学的效果。另外，教师备课时有 55.6%的人会侧重考虑学生的兴趣，但在

现实中，学生对思政课的兴趣仍旧偏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教材的内容与学生的兴趣关注比较脱

节，不易衔接；另一方面，教学反馈渠道的缺失，造成了教学改进的针对性不足，实际上并没有适应学

生的真实需要。 

3.2. 教学呈现方式 

调查发现，思政课教师多选择“讲授式教学”(71.1%)，而选择“解答疑问，启发式教学”和“案例

分析，探讨式教学”的分别为 26.7%和 33.3%，“情景模拟，沉浸式教学”为 6.7%。具体而言，教师上

课时所占比重最大的是知识点讲解(93.3%)，其次是案例分析(64.4%)，方式较为传统；课堂讨论(35.6%)
和情景模拟(17.7%)所占比例较小，课堂的互动性不足。 

3.3. 教学效果评估 

调查显示，教师主要通过“学生的课堂表现”(73.3%)来了解自己的教学效果，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而“教学质量的评价”(66.7%)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判断教学效果的好坏，但大多只在期末的时候进行，

缺少过程性的跟进，对于思政课的改进帮助有限。另外，根据调查发现，有一半以上的老师(57.8%)认为

思政课的教学效果一般，只有 24.5%的老师认为“效果较好”，觉得“说不清楚”的人占 17.8%。由此可

 

 

1指“采用讨论、案例分析等互动式教学”。 
2指“老师系统授课，自己做笔记”。 
3指“授课素材能与时俱进、贴近生活”。 
4指“课程融入丰富、多元的理论和观念”。 
5指“说理辩证，理论完备，分析透彻”。 
6指“教师表达真情实感，讲课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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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思政课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需要改进。 

3.4. 限制因素调查 

调查显示，大部分教师认为，制约思政课的主要因素是“教学内容”(68.9%)，教学内容的限制使教

师难以“施展拳脚”。排在第二位的是“教师的专业水平”(62.2%)，教师专业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

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深度和把控力度，影响课堂教学的发挥。 
另外，我们发现，在教师心目中“教学方式”对制约思政课教学效果的影响较小(37.8%)，与学生对

思政课存在的主要问题的认知 7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以教师为视角的改革与学生的真实需求不对口，或

许是造成思政课质量难以有效提升的原因之一。 
进一步调查发现，教师在教学改进时遇到的主要困难有“教学效果的评定”(73.3%)、“理论说服的

强化”(66.7%)和“教学模式的创新”(53.4%)。其中，教学效果评定的困难将导致改革方向的模糊，影响

改革的实际效果；而理论说服的强化非常考验教师个人的专业水平，这是需要长期去积淀的，加上教材

本身内容的匮乏，也就造成了当下思政课改进的困难；受教学内容和教师水平的双重限制，教学模式的

创新也必然陷入困境，新型的教学模式还处在朦胧的探索期。 

3.5. 改革措施分析 

调查显示，教师对“融入丰富、多元的理论观念”(75.6%)、“说理更具辩证性”(66.7%)和“增添互

动式教学的比例”(53.3%)的改进举措的可行性评价较高，也照应了学生们的需求。而对“翻转课堂”(31.3%)
和“扩大第二课堂”(28.9%)的可行性评价较低，受制于学生学习自主性和课堂实施条件的不足，真正改

进起来有不小的困难。由此看来，互动式教学的融入、理论说服的强化以及教学内容的丰富与“亲民”，

应该成为当下思政课改革的导向。 

4. 改革路径 

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分析，遵循一定的路径，我们提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对策建议，各方面之间层层

递进，以期为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4.1. 增强教材话语的现实感与辩证性 

当前思政课在内容设置方面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教育内容能够吸引学生、感染学生、

触动学生，其破解关键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内容的解释力，二是理论内容的吸引力[2]。思政教材话

语体系的完善要先行，给课堂教学内容的完善提供良好的借鉴。教材的改进要注重内容的现实感，坚持

理论联系实际，与社会现实生活相结合，减少宏大的叙述，让思政学习更加“接地气”。例如，可以融

入更多真实、具体的历史事件，来为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作进一步的支撑。另外，也要强化论述的逻

辑性和辩证性，通过多层次、多角度地剖析来深化知识点的内涵，以强悍的理性、严密的逻辑来说服人、

打动人。 

4.2. 加强教材的自主阅读与系统学习 

通过设定相应的考核来加强学生对于教材的自主阅读和系统学习。如：每节课前，对教材的内容进

行提前的预习和摘抄，写下自己的感想和疑问；在课堂中，学生交流预习感想，老师则针对疑问进行解

答，并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通过把教材的内容提到课前进行预习，有助于学生对课堂中所讲知识点的

掌握与吸收；同时也能分担一部分课堂教学的内容，使课程进度的安排更加宽松而富有灵活性，也为课

 

 

7有 38.78%的学生反映当前思政课的主要问题在“教学方式”上，排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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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中师生间的交流互动留出了宝贵的时间。 

4.3. 深化课堂教学的现实感与丰富性 

通过学生对教材的学习来分担一部分课堂教学的内容，在课堂中就可以更多地侧重于对事实案例的

分析、社会热点的讲解以及丰富多元的理论观念的融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

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3]对案例的讲述语言要有态度、有

温度，事实胜于雄辩，故事切忌空谈，积极梳理和挖掘生动的案例。同时，对问题的剖析要有深度、有

广度，尝试用多视角、跨学科的知识进行论述，既有文字形式又有多媒体资源的融入，增强教学话语体

系的丰富性和感召力。真正让学生在真情实境中入耳、入脑、入心、入行，以充分发挥高校思政课“三

全育人”主阵地的作用[4]。 

4.4. 增加课堂互动式教学的融入比例 

可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的教学平台，运用手机端实现“多屏互动”。课上组织学生参与互动，主要是

时问时答、分组讨论、随堂测验[5]通过屏幕弹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活跃课堂气氛。同时，问题的设置

应控制在学生的能力范围之内，并具备一定的导向性，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互动中，教师也要放低姿

态、平等交流，对学生表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偏差，进行耐心地启发和引导。在这过程中，教师

也能深入了解当下大学生的真实想法，倒逼自身进行更多的学习与进步，使教授内容能够更好地适应时

代的潮流。 

4.5. 完善课堂教学效果的反馈渠道 

针对性是思政课的生命力所在。教师能否讲好思政课、学生能否接受和学好思政课，都与思政课是

否具有针对性密切相关[6]。创建对教学效果评定的日常性意见反馈渠道。可以围绕大学生构建网上思想

政治教育社群[7]，促进师生间的信息交流以及定期的教学意见反馈；老师在群中可以发一些社会热点资

讯或与课程相关的资料供学生们课外阅读，对课堂中遇到的一些难点和问题也可以在群中探讨，有效沟

通起师生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也可以运用“课堂派”“云班课”等教学软件，在课后发放线上的问卷

调查，收集学生们对课堂教学的反馈与建议，及时做出针对性的教学调整。 

4.6. 强化思政课堂教学中的“网因素” 

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和网络资源，拓宽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教师可以在课堂中穿插一些与

教学内容相关的优质影像资料，或是通过 VR 技术平台，使学生切身感受长征精神、红船精神等革命文

化，产生强烈的历史代入感，充实教学内容。同时，也可以运用成熟的教学交互软件让学生在课堂上进

行实时的弹幕式发言与互动，创新教学形式。另外，高校的思政课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搭建专门

的思政课教学资料收集库[8]，把相关的社会时事素材以及思政教学的方法、内容和专题意见等存入库中，

供广大的思政课教师共享，共同助推思政课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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