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5), 502-507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5316   

文章引用: 张连云. 深刻把握高校思政课“讲道理”的途径和方法[J].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5): 502-507.  
DOI: 10.12677/ces.2024.125316 

 
 

深刻把握高校思政课“讲道理”的途径和方法 

张连云 

南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4年3月29日；录用日期：2024年5月8日；发布日期：2024年5月20日 

 
 

 
摘  要 

本文旨在深入剖析高校思政课的本质——“讲道理”，并探讨如何通过有效途径和方法实现这一核心目

标。高校思政课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平台，更是引导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途径。

通过理论授课、社会实践、调查研究以及体验感受和情景表演等多种方式，高校思政课构建了一个全面、

立体的“讲道理”体系。这一体系有助于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思政教育，从而培养他们成为具

有高尚道德情操和坚定理想信念的新一代青年。本文的研究对于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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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eply analyze the ess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reasoning with students, and to explore how to achieve this core goal 
through effective ways and metho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only a platform for imparting knowledge,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guide students to form 
correct values, outlook on life and world outlook. Through theoretical teaching, so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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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experience feeling and situational performance and other way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constructed a comprehensive and 
three-dimensional reasoning system. This system helps students to rece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in a relaxed and happy atmosphere, so as to train them to become a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with noble moral sentiments and firm ideals and beliefs. The research of this pa-
p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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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思政课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肩负着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

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殿堂，更是培养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关键舞台。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

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1] 
在全面推进高校思政课的改进与创新中，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其本质在于通过“讲道理”的方式，

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社会现象与人生问题，进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这不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更是对

学生进行价值观塑造和人格培育的重要途径。因此，深刻把握高校思政课的“讲道理”本质，对于提升

教学质量和效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高校思政课所承担的责任远不止于此，它还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崇高使命。通过“讲道理”的方式，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努力将他们

培育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公民。因此，对于高校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

的途径和方法进行深入探究，不仅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质量，更对于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

不可或缺的作用。 

2. 理论授课：奠定理论基础，明确道理内涵 

理论授课作为高校思政课的基石，承载着“讲道理”的重要使命。它不仅是学生获取知识的源泉，

更是他们理解世界、认识社会、塑造价值观的桥梁。深入探究理论授课的本质和方法，对于提升高校思

政课的教学质量，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理论授课需要从内在逻辑把握高校思政课政治

性和教育性的双重性质，从政治性出发讲党治国理政的道理，从教育性出发讲学生成长发展的道理[2]。
理论授课主要是要讲清楚讲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这几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清楚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基本原理，

帮助大学生建立起科学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引导学生对党的科学理论真懂、真信、真用[3]。高

校思政课不仅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习教育，而且要回应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引导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和方法论，以之为指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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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授课的核心在于“讲道理”。它要求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将知识的内在逻辑、价值内涵

以及实践意义讲清楚、讲透彻。理论授课与知识体系的构建，理论授课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学生构建完整

的知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例，这些原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石，通过系统讲授，学生

可以逐步掌握这些原理的基本内容、逻辑关系和运用方法。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讲授有助于学生理解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这

些知识体系的构建，为学生后续的学习和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使他们能够在遇到实际问题时，能够运

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和解决。 
理论授课与道理内涵的深化，理论授课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重要的是道理的阐释和深化。在理

论授课中，教师需要深入剖析理论知识的内涵和外延，将其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使学生能够深刻理解和

领会其中的道理。例如，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时，教师可以将其与当前社会存在的

教育问题、就业问题等进行关联，使学生深刻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实现路径。这样的讲解方

式，不仅使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理论知识，更使他们能够在实践中自觉运用这些道理，指导自己的行

为。 
理论授课与实践能力的培养，理论授课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通过理论授课，学生不

仅能够掌握理论知识，更能够学会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在理论授课中，教

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社会实践等活动，将所学知

识转化为实际能力。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

在实际中的应用，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理论授课在高校思政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不仅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深化道理内涵，

更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理论授课的实施效果，不断创

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新时代青年贡献力量。 

3. 社会实践：深化道理理解，推动全面发展 

思政课的道理不仅要在课堂上讲，而且应该结合实践在社会生活中来讲。要以波澜壮阔的实践为课

堂，把学生带出去，感受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让他们在实践中深化理论认知、陶养情操情怀、增强信

仰信念[5]。社会实践作为高校思政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为学生提供亲身体验和感悟道理的契机。

通过亲身参与和观察社会现象，学生得以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从而深化对道理的

理解，并推动自身的全面发展。 
首先，社会实践为学生提供了亲身体验社会现实的机会。通过参与志愿服务、社会调查等活动，学

生可以走出课堂，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直观感受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亲身体验不仅能够增

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更能够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其次，社会实践有助于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在课堂上，学生可能只是被动地接受理论知

识，而社会实践则提供了一个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平台。通过实践，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

理论知识的内涵和外延，掌握其运用方法，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参与社会调查时，学生需要

运用所学的调研方法和分析技巧，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从而得出有价值的结论。这一过程

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更加深了他们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此外，社会实践还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在社会实践中，学生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人和事，需要面对各种道德挑战和诱惑。通过亲身实践，学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道德规范的内

涵和意义，学会在实际生活中遵守道德规范，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最后，社会实践还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可以锻炼自己的组织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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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能力、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这些素质的培养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更能够

为他们未来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社会实践在高校思政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能让学生亲身体验社会现实，帮助学生形成

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还能更能够深化学生对道理的理解，推动他们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应

该高度重视社会实践在高校思政课中的实施效果，积极组织和引导学生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让他们

在实践中学习、成长和进步。 

4. 调查研究：深究问题根源，领悟道理真谛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6]。对于高校思政课而言，调查研究不仅是探寻社会现象的重要方法，更是引导

学生深究问题、领悟道理真谛的有效途径。通过调查研究，学生能够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揭

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道理，这一过程对于提升教学质量、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调查研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在现实社会中，问题往往隐藏在复杂的现

象之中，需要学生通过深入调查和研究来揭示。通过调查研究，学生可以学会如何敏锐地发现问题，如

何从多个角度审视和分析问题，进而形成对问题的深刻认识。这种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的培养，有助于

学生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时，能够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关键。 
其次，调查研究能够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在调查研究中，学生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收

集资料、分析数据，并得出结论。这一过程不仅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还需要他们具备良好的

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等。通过参与调查研究，学生可以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提高自己

的综合素质，为将来走向社会、参与实际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再者，调查研究有助于引导学生领悟道理真谛。在调查研究中，学生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深入分析和

解读，能够发现其中的内在规律和逻辑关系，进而领悟到道理的真谛。这种对道理的领悟不仅有助于学

生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能够引导他们在实践中运用这些道理，指导自己的行为。 
最后，调查研究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批判性思维。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学生需要不断尝试

新的方法、提出新的观点，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同时，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深入剖析，学生也

能够学会批判性地看待问题，不盲目接受传统观点，而是能够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 
调查研究在高校思政课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引导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我们可以培养他们的问

题意识、分析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等综合素质，帮助他们领悟道理真谛，推动他们的全面发展。

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思政课中的应用和实践，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有力支持。 

5. 体验感受：深化情感共鸣，强化道理内化 

在高校思政课中，体验感受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教学方法，它通过营造情感共鸣的氛围，使学生在

心灵深处对道理产生深刻的认同，进而实现道理的内化。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

更对于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体验感受能够深化学生的情感共鸣。通过模拟场景、角色扮演等教学手段，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进入特定的情境，亲身感受其中的情感冲突和道德抉择。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能够使学生在情感上

与情境中的角色产生共鸣，进而对道理产生更加深刻的认同和理解。例如，在模拟社会服务的活动中，

学生扮演志愿者角色，通过为社区提供服务，体验助人的喜悦与满足，从而深刻感受到社会责任与担当

的重要性。 
其次，体验感受有助于强化学生对道理的内化。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学生会更加主动地思考情境

中的道理，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这种内化过程，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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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能够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例如，在模拟法庭的活动中，学生

通过扮演法官、律师等角色，深入体验法律的公正与权威，从而更加坚定地维护法治精神，将其内化为

自己的行为准则。 
此外，体验感受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同理心与人文关怀精神。在体验过程中，学生不仅关注自己的情

感与感受，还学会了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理解他人的需求和困境。这种同理心的培养，有助于学生

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形成积极向上的人际关系。同时，体验感受还能够引导学生关

注社会现象和人生百态，培养他们的人文关怀精神，使其更加关注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最后，体验感受能够提升高校思政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通过创设生动有趣的体验情境，高校思政

课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学生在参与体验的过程中，不仅能够获得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还能够

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这种积极的学习体验，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高校思

政课的教学质量和效果。 
体验感受在高校思政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深化学生的情感共鸣、强化道理的内化、培

养学生的同理心与人文关怀精神以及提升课程的吸引力和实效性，体验感受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

值观念和行为习惯，推动他们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在高校思政课中充分运用体验感受这一途径，

为学生创造一个更加生动、有趣且富有意义的学习环境。 

6. 情景表演：生动演绎故事，直观呈现道理 

情景表演作为高校思政课的一种创新教学方法，通过生动演绎和直观呈现，将深奥的道理转化为具

体可感的艺术形式，让学生在欣赏中感悟，在体验中明理。这种方法不仅丰富了思政课堂的教学内容，

更在提高学生理解能力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情景表演有助于学生直观理解思政课的道理。在表演中，学生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情境相

结合，通过角色扮演和情节演绎，将抽象的道理具象化、生动化。这种直观的表达方式有助于学生更加

深入地理解思政课的内涵，从而更加牢固地掌握相关知识。 
其次，情景表演能够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力。在准备表演的过程中，学生需要自主构思剧情、

设计角色、编排动作等，这要求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的表演内容。通

过这一过程，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锻炼，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情景表演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在表演中，学生需要与他人密切合作，共

同完成表演任务。这需要他们具备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以确保表演的顺利进行。通过参与情景表演，

学生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有效沟通，这些能力对于他们的未来学习和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情景表演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表演过程中，学生需要综合运用语言、动作、表情等

多种表达方式，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情景表演还能够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表现力，让

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更加自信、从容地面对各种挑战。 
情景表演作为高校思政课的一种创新教学方法，具有诸多优点和价值。通过生动演绎和直观呈现，

情景表演能够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思政课的道理，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创造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在高校思政课中积极推广和应用情景表演这一形式，为思政教育注入新

的活力和动力。 

7. 结论 

经过深入研究，本文深刻认识到高校思政课“讲道理”的途径和方法不仅包含理论授课，还包含社

会实践、调查研究以及体验感受和情景表演等多种方式。理论授课为学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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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则让他们亲身体验并深化对道理的理解；调查研究使学生发现问题并揭示道理的本质，而体验感受

和情景表演则使道理变得生动直观，易于接受。这些教学活动共同作用于学生，不仅提升了他们的思想

政治素质，更引导他们形成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因此，我们应继续深化对高校思政课“讲道理”的途径和方法的探索和实践，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

果。未来的高校思政课教学应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学生的参与互动与反思体验，让学生在

理解道理的同时，能够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同时，我们还应关注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和成长需求，因

材施教，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高校思政课中得到成长和进步。 
此外，探索高校思政课与其他学科的融合路径也是未来的重要方向。通过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

我们可以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推动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这样，高校思政课“讲道理”的育人功能将得

到更好的发挥，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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