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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思政课堂实践，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真实记录学生课堂的各类问题，得出思政第一课堂质量的

提高，需要任课教师融入学生语境和拓宽教学维度，突出内外双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旨在解决思政第

一课堂的质量问题，从而助推思政课建设体系，构建协同的思政课堂，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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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s,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field-
work to truly record various problems in students’ classroom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improve-
me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firs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s requires teachers to integrate 
into the students’ context and broaden the teaching dimension,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aining and necessity. It aims to solve the quality problem of the first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build a collabora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 and implement the important task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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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政教育似乎自成一体，存在“孤岛”现象，与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两张皮”

现象未能根本改变[1]。究其原因，教师的教学水平与上述问题有着密切关系。有学者指出，思政课堂的

提升需要首先解决思政理论课的质量问题，在以质量为核心的理念下，如何创新思政课教学模式，是迫

切需要思考的问题[2]。但如何提升思政课堂质量，如何寻砸突破口，众说纷纭。本文基于课堂实践，同

时重视实地观察思政课堂问题，提出“内外双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内外双修”一方面指教师要积

极融入学生的“语境”，指的是能够参与学生的时代精神，探索相关事物，发掘新鲜素材，从而达到有

效对话。另一方面，指的是教师要积极探索教学途径，针对学生特点，设置相关活动内容，构建学生汲

取知识的多元高效平台，从而能够真正解决思政课堂曾存在纸上谈兵的情况[3]。 

2. 积极融入学生语境 

2.1. 语境的定义 

语境是语言环境的简称。语言环境即指说话时，人所处的状况和状态。语言环境有多种：一般地

说，有自然语言环境、局部语言环境和自我营造的人工语言环境。自然语言环境是指以该语言为母语

的生活环境。局部的语言环境是指学习者部分时间生活或学习于该门语言环境中。而人工语言环境主

要指学习者在头脑中用该门语言复述、描述、记忆或营造某些的场景。我们可以根据上述对于语境的

定义看出，在语境背后“环境”的重要性。它是人与人能够彼此对话的基础，也是高质量课堂的重要

前提。 

2.2. 语境的重要性 

关于思政课堂的质量问题，不可忽视语境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没有注意语境问题，

教师授课往往陷入“自我感动”的陷阱中。教师反复强调课堂纪律，反复强调道德高度，反复机械重复

就容易形成失衡的对话，而这种失衡的对话，造成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交流障碍。但我们开始注意语境问

题之后，教师授课会主动理解学生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于，教师需要用学生的语言进行，讲解课堂内容。

例如学生的兴趣关注点，游戏。老师了解游戏的规则和内容后可以插入案例，深入浅出讲解知识点，将

学生带入平衡的课堂对话中，学生能够在课堂中，感受真实对话，融入语境，产生共鸣，提升课堂质量。

短期来看，有益于教师能够跳出自身语境的局限性，与时俱进，从更贴合时代，贴合学生，从而为讲述

出深刻且接地气的课程。同时，学生也能够更好地接受课堂，接受授课方式，接受授课内容，从而更好

的融入课堂。长期来看，有益于打造高质量思政课堂，构建思政课堂体系，为进一步实现科教兴国战略

目标而努力。由此可见，语境问题，是我们在新时代下应该积极思考并实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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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语境的使用 

语境的使用要与时俱进，关心学生的时代性问题。作为教师，课堂上难免会输出自身观点，在思政

课堂除了思想的正确性和方向性等基本观点，同时，对于社会中发生的事件，对于年轻群体事件的关注，

对于典大学生群体的典型问题关注等，都会让自身所处特定环境中思考问题。例如，对于支付宝中“花

呗”功能所代表的网贷现象的理解。它是一种在互联网下，衍生出的网络金融消费产品。它和当今年轻

群体的消费观有关，也与互联网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们关注这一问题的同时，需要我们理解所处时代的

特殊性，从而才能更加清醒的意识到问题的来龙去脉。在课堂中，一方面我们可以触及学生所熟悉的语

境话题中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梳理问题，分析判断，给出学生满意的答复。 
语境的使用要以小见大，关心学生个体的特殊性。作为学生，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暴露在不同

的社会环境中。马克思曾说：“人是社会性动物。”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教师要

在具体的学生当中，注意个体的特殊性，才能真正的避免偏见，先入为主地评判，甚至上升到道德高度。

例如学生的基础知识薄弱，家庭情况特殊，经济条件落差等因素的影响下，这就需要教师具有看到特殊

性的意识，构建适合学生的话语体系，建立课堂的亲密感，提升课堂的互动率。而不仅仅是强调课堂教

学方式，更是对于长期课堂根本性质量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语境的使用要摆脱偏见，时刻进行自我反思。作为教师，教书育人是职业要求。要随时警惕自身的

偏见，警惕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方式。如果教师不能够摆脱自身的固执己见，就会造成沟通的障碍。如果

教师不能及时的反思自身的局限性，就会造成课堂的质量问题。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教师

重在引导，而引导的起点，重点在自身的慎重思考。如果教师停留在自身对事情的理解，就无法客观地

还原事实，梳理知识，传递知识，达到良好课堂的效果。例如，学生群体目前多处于“零零后”群体，

他们对于世界的价值观处在积极探索阶段，身处全球化背景下，接受互联网时代信息爆发的时代。少数

年纪较大的教师可能会说出：“你们这代人没有吃过苦”。类似这样的话语。我们都知道，不同年代，

定义“苦”的方式不同，更不可妄加论断。教师应将视野与时代齐平，摈弃自身局限性。 

3. 积极探索教学途径 

3.1. 积极探索教学途径的涵义 

思政课堂的教学途径的涵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指的是教学途径的广度。广度则意味着除传统的课

堂互动，分享课堂内容，进行课堂活动之外的一系列教学方式方法。例如，利用课堂辩论、借用互联网

资源素材等丰富课堂内容，从而进行课堂对话。另一方面指的是教学途径的深度。深度则意味着结合学

生的特殊性，展开有目的性、引导性的教学途径尝试。例如，建立学习小组，满足学生在校所需的技能

考试要求。建立学生分享思考微信群，学生可以在群积极互动，探索未知领域内容，交换想法，学以致

用，从而达到事件影响更长久，活动范围更广泛的教学目的。 

3.2. 教学途径的重要性 

教学途径具有的双重重要性。教学途径的广度具有丰富课堂的高效性。在互联网高速覆盖城市的背

景下，我们不难看到，学生对于网络信息的获取能力正在逐日加强。作为教师，我们认识到这一时代背

景，从而展开与之对应的互联网素材内容教学，对于课堂的丰富性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课堂辩

论也在扮演着积极的作用，同学们将学习方式从传统的被动听课，到主动的交换意见，表示看法，无不

充分展现出教学途径广度的探索，对于高效课堂的贡献。 
教学途径的深度具有深远的影响性。从思政课堂的最终目的来看，是为了从为了当代大学生系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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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第一粒扣子，这就要求我们课堂的影响应该从课堂延伸到课堂外[4]。因此，结合学生特殊性，构建一

系列围绕学生的积极思政活动，必不可少。具体来看，学生在校期间需要丰富自身的技能，这就需要教

师积极引导，建立相关学习小组，利用线下时间，结合思政内容，了解国情，合理分析，让学生充分认

识到自身的需求，从而展开高质量的学习工作。同时，利用微信群功能，打开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搭

建思想交流平台，教师可以积极在平台与学生沟通，讲生活内容，说思政思想，形成良好的对话氛围。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教学途径深度的探索，能让我们摆脱时间和空间对于学生的引导，能将思想落地，

让影响更为深远。 

3.3. 教学途径的使用 

教学途径广度需要借鉴学生语境素材。网络素材的选取、学生辩论的话题要结合学生的语境出发。

例如，选取哔哩哔哩学生受众大的网站素材，取代传统的网络素材，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兴趣。辩

论话题的选取如“青春应该奋斗还是躺平”“机器人有道德么”等符合学生时代背景的话题。不难看出，

教学途径的广度，以学生为中心，同时要求教师与时共进，正确认识教学途径广度的使用。 
教学途径的深度需要满足学生现实需求。思想要落地，要让学生受到思想影响的同时，感受到充实

感，成就感。建立与学生身份目的相关的学习小组，例如“普通话小组”“英语四级小组”“教师资格

证小组”等学习小组，结合思政思想，帮助学生积极思考自身处境，让学生有目的的进行学习，边学习，

边思考，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习惯。同时，微信群的建立，话题的分享，结合生活的话题，比如“菜

价的涨幅看国家的经济”“第二个百年目标，见证者的感觉”这些话题的引导与对话，势必会引起更为

深远的影响，从而打造高质量的思政课堂。 

4. 调查方法 

“田野调查”指所有实地参与现场的调查研究工作，也称“田野研究”[5]。即“直接观察法”的实

践与应用，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毛泽东同志曾说：“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习近平同志曾说：“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所谓的田野调查，基于

课堂真实情况，对学生展开调查，明确问题，从而采取有效行动。 
田野调查具体的方法分为两类。一是调查问卷。采取调查问卷的问题，梳理学生面对思政课堂的问

题，将问题进行归类处理，明晰问题源头；同时观察变化后的调查结果，将变化记录，对解决变化前的

问题，给出建议。 
二是面对面访谈。访谈，就是指以口头交流的形式，调查者根据调查需要向访谈者提出相关问题，

并根据回答收集材料以此用于学术研究的方法。与文献研究法、数据分析法等的研究方式不同，访谈法

的研究对象是“人”，整个研究工作都需要围绕着人进行，是一项直接从受众身上得到所需数据或结论，

并作用于研究对象的方法。 

5. 调查结果 

本文的调查对象，选取了新疆某高职院校某新生班级，并对共 43 名新生同学进行了调查问卷、面对

面访谈等方法，进行深度调查。 

5.1. 调查问卷结果 

调查问卷分两份。第一份调查问卷旨在梳理学生对于思政课堂的基本问题梳理。问题设置有三类选项。 
问题一：你认为思政课程是否能够吸引你。结果显示：31 名同学表示课程不够吸引，比较机械化。

9 名同学选择课程能够引起自己的注意力，另外 3 名同学选择中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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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你认为教师授课是否吸引你。结果显示：32 名同学认为课堂授课缺乏互动性。6 名同学认

为课堂听不懂，听不明白讲授专业知识。3 名同学认为课堂可以接受。2 名同学选择中立态度。 
问题三：你认为思政课程是否和你的生活有联系。结果显示：34 名同学认为课程和自己生活有关系，

但很难描述。8 名同学认为课堂和自己的生活无关。3 名同学选择中立态度。 
第一份调查问卷调查后，我们可以看到，新生对于思政课程的兴趣度、参与度、实践力均没有达到

我们预期的质量以及水平。 
第二份调查问卷，旨在融入学生语境和教学方式后看待学生对同一问题的二次选择。 
问题一：你认为思政课程是否能够吸引你。38 名同学表示对课堂感兴趣。5 名同学表示中立态度。 
问题二：你认为教师授课是否吸引你。41 名同学表示教师授课风趣幽默易懂。2 名同学表示中立态度。 
问题三：你认为思政课程是否和你的生活有联系。42 名同学表示能感受到课堂和生活有所联系。1

名同学表示态度中立。 
第二份调查问卷调查后，我们可以看到变量“内外双修”对于思政课堂学生感受的前后表现，从而

引起关于学生语境和课堂维度的重要性的关注。 

5.2. 访谈法结果 

访谈法旨在深入探讨关于课堂质量问题的深度调查。通过访谈班级学生我们发现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类。 
一、对于教学方式的机械感。 
王同学在接受访问调查时表示：“我觉得大部分老师上课就是按照 ppt 上的内容念，没有灵魂。”

胡同学表示：“感觉上课的时候老师和我在两个世界。”张同学表示：“老师讲的东西我都明白，就是

觉得缺了点什么。”以上我们可以发现同学们对上课持有自己的看法，并对传统的上课方式做出反应。 
二、对于教学语言的接受度。李同学表示：“老师的例子讲的很热闹，就像我父母讲的那样，可是

听着听着就腻了。”韩同学表示：“老师很有热情，可例子太过老套。”我们可以发现学生对于课堂的

真实需求的反馈，对于课堂效果的需求。 
三、对于教学内容的实践力。张同学表示：“讲完就完了，不就是和高中政治课一样么。”夏同学

表示：“回到宿舍，我只想和舍友打游戏。”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课堂的影响力，并没有扩散到课后，仅

仅停留在表面。 
经过“内外双修”设计课堂内容以及调整授课方式后我们再和之前同学进行访问发现结果如下： 
一、对于课堂的兴趣大幅提升。王同学表示：“老师举的例子都是我们零零后的例子，我很喜欢。” 
二、对于课堂的参与度明显增加。韩同学表示：“老师会给我们放视频，听音乐，举一反三，信息

量巨大哦。” 
三、对于课堂的影响力持续扩散。夏同学表示：“回到宿舍，我们还会和同学开玩笑时，讨论今天

课堂上的例子。” 

5.3. 调查结果小结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在“内外双修”前后的变化。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对于课堂上的问

题表示有距离感、生疏感。在进行“内外双修”设计之后的课堂，学生对于课堂的接受度和满意度有了

大幅度提升。 

6. 总结 

本文尝试用田野调查的视野，采取问卷调查以及实地访谈的方法，对某高校学生展开田野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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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内外双修”对于思政课堂的重要性，首先教师需要进入学生语境，与学生站在同一视角下思考问

题，同时积极探索教学途径，利用互联网下丰富且针对性强的材料，给予学生易接受，易思考，易共鸣

的学习环境。试图打破关于思政课堂质量纯理论讨论的壁垒，为构建高质量思政课程贡献力量[6]。 
思政课堂质量的重要性在全国高校思政体系构建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思政课堂质量的讨论，

本文试图使用新的方法，田野调查方法，不仅是跨学科的方法借鉴尝试，而是围绕思政课的关键受众群

体学生，进行实地调查，搜集真实且有温度的第一手材料。“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

告诉我们，面对具体事物要求我们具体分析。面对思政课堂的质量问题，作为新时代的高校思政教师，

就需要积极地汲取时代的信息，开放地探索尝试教学途径，构建高质量的思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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