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3), 1463-1467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233   

文章引用: 杜笑晗, 丁香.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探究[J]. 教育进展, 2023, 13(3): 1463-1467.  
DOI: 10.12677/ae.2023.13323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探究 

杜笑晗*，丁  香 

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3年2月23日；录用日期：2023年3月24日；发布日期：2023年3月31日 

 
 

 
摘  要 

社会实践教学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传统教学模式，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发挥着主体作用。

但是，由于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已经固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已经不能充分发挥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实效性。加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实践教学模式——虚拟实践教学。虚拟实践教

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网络深度融合的结果，是教学模式创新的新选择、新形态和新趋势。基于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存在的弊端，本文梳理了虚拟实践教学的内涵特点、实现路径及其

现实意义，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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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social practice teach-
ing plays a main role in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How-
ever, because the social practice teaching model has been solidified and has great limitations, it has 
been unabl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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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new practical teaching mode—virtual 
practical teaching has been produced. Virtual practice teaching is the result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nd network, and it is a new choice, new form and new 
trend of teaching mod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drawbacks of the social practice teaching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realization path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virtual practice teach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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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科学回答了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建设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指

明了前进方向，全国高校思政课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高校思政课教学中仍然存在着教学模式单

一的问题，其原因是传统的社会实践教学存在弊端，不适应现代化教育发展的需要。2019 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大力

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信息化能力素养，推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

息技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用，建设一批国家级虚拟仿真思想政治理论课体验教学中心。”强调

了现代信息技术对高校思政课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虚拟实践教学作为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探究虚

拟实践教学在高校思政课教学建设中的应用，既顺应了信息化时代发展的要求，又符合高校思政课改革

的要求，对提升高校思政课实效性具有重要作用。 

2. 传统社会实践教学的弊端 

2.1. 师生对社会实践教学的认知不足 

社会实践在高校思政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高校的社会实践教学。高校为

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教

学活动，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是未能完全解决师生的认知问题，未能使师生真正明确社会实践的意义

[1]。首先表现为学生的重视程度不够，例如，一些学生认为进行社会实践教学对以后找工作没有影响

就没有实践的必要，或者在教学规定的硬性要求下敷衍了事。其次，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存在

观念陈旧，重视理论学习，忽视社会实践教学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社会实践教学活动流于形式、成为“摆设”，变得可有可无，极大地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

效性。 

2.2. 高校对教学资源的使用能力有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是丰富的，但由于受财力、人力、物力等限制，对教学资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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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有限。首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受财力限制不能充分使用教学资源。由于现阶段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学生人数过多和资金不足等问题，导致在开展某些实践教学活动时，只能派少数

学生代表参与，无法让全部的学生参与到实践活动中。其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受人力

限制不能充分利用教学资源。面对数量庞大的学生群体，教师不可能充分指导每一个学生的社会实践活

动，也无法发挥高校思政课社会实践教学的实效性。最后，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资源受物力限制，其中表

现为高校对于学校现有资源如图书馆、校史馆等物质资源的利用率不高，很多资源长期被忽视、闲置，

加上高校学生对资源的利用观念薄弱，未能充分挖掘校内资源，导致教学资源紧张。 

2.3. 社会实践教学方法形式单一 

高校社会实践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往思政课教师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调动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但仍局限于社会实践教学的传统形式。如课堂实践教学多侧重于专题小组讨论、观

看优秀影视作品等方式，缺乏创新性，社会实践教学仍围绕参观考察、社会调查实践等陈旧的形式，没

有将学生的网络实践纳入高校思政课社会实践教学，对学生的思想吸引力不够、理论感染力不强，实践

影响力不深，难以发挥实践教学的价值，自然也就无法实现高校思政课方式、方法的革新，也无法强化

社会实践教学的育人效果。 

3. 虚拟实践教学的内涵特点 

3.1. 虚拟实践教学的内涵 

从社会实践教学的角度出发，多数学者认为社会实践教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2]。广义的社会实践教

学是指除了进行理论教学之外的一切实践相关的教学方式，它不仅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之

中，更多的体现在课堂教学之外。狭义的社会实践教学是指区别于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一

种教学模式。这里的社会实践教学则更多地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与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

教学模式不同，虚拟实践教学实际上是将社会实践教学的平台从现实转向虚拟[3]。因此，虚拟实践教学

是指在网络虚拟平台中，教师运用计算机、网络和虚拟现实(VR)等信息技术将实践教学的内容、形式、

过程和考核在网络空间再现，以学生为中心，强化学生的感官体验，激发其积极情感，进而增强学生的

理论认同和实践认同，最终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目标，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

的一种新型实践教学活动。 

3.2. 虚拟实践教学的特点 

通过探究虚拟实践教学的含义和主要内容，发现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客观真实性。“虚拟”不等于“模拟”，更不等于“虚幻”，而是另一种特殊形式的存在。在

虚拟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将教材的教学内容设入虚拟实践教学软件中这一行为是客观真实的，学生的

虚拟实践体验是客观真实的，虚拟实践教学的中介即计算机等设施也是客观真实的。在虚拟环境中，虚

拟实践教学所隐含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目的等都具有客观真实性。二是即时交互性。此特点包

括两个方面：交互性和即时性。交互即“人机交互”，虚拟实践教学是实践主体借助“人机交互”技术

在虚拟时空中展开的改造虚拟客体的活动，更多地利用人的多种感觉和动作与计算机进行交互；即时性

是指在虚拟实践教学过程中，虚拟实践教学的主客体借助符号化或者数字化中介开展有意识的教学活动，

从而有效地克服了点对点的局限，超越了“在场”与“不在场”的分界。三是自主创造性。虚拟实践教

学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实践教学形式，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自由空间，极大地提升了

人的活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233


杜笑晗，丁香 
 

 

DOI: 10.12677/ae.2023.133233 1466 教育进展 
 

4. 虚拟实践教学的实现路径 

4.1. 提高师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认知 

一是要提高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认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虚拟实践教学

打破了对传统社会实践教学的时空限制，实现了“课内与课外互通、线上与线下互联、虚拟与现实互补”

[4]，用学生感兴趣的方式让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自主学习，客观上延长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的时

间，从空间上拓展了教学内容，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深刻领悟课堂所学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

然性，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即深化对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认识，培育了学生的政治认

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二是要更新教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观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虚拟实践教学的足不出户也可以“实践”的特点，解决了教师对学生在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安全管

理的忧患问题，彻底转变了教师的观念。同时虚拟实践教学以学生为出发点，打破了学生对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内容抽象、缺乏吸引力的“刻板印象”，牢牢抓住了互联网时代是大学生最大的时代际遇，切

合学生的认知特点[5]。为了很好地与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增强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的实效性，教师必须更新自己的观念，加强对虚拟实践教学的重视。 

4.2. 充分利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教学资源 

一是充分利用社会文化资源。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文化悠久，各地具有地方特色，可供开发和利用

的红色教学资源也十分丰富。包括要充分利用地方丰富的历史名胜、文物古迹、故事文献等历史文化资

源，充分利用革命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革命领导人故居、革命重大事件旧址等革命传统资源，

充分利用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建设成就资源等。 
二是要将丰富的资源渗透到虚拟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设置虚拟纪念馆、博物馆和

教学游戏来开展虚拟实践活动，设计虚拟实践的任务和目标，引导学生积极参观和体验，让虚拟纪念馆、

虚拟博物馆等成为重要的教学资源。在教学完成之后，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询问学生们当前课程的教学

效果，并根据学生们的反馈寻找相关解决措施，实现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自我提升。 

4.3. 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方法 

一是运用在线式教学法。在线式教学是最为直观的一种虚拟实践教学方式，思政课教师通过文字、

图片、视频建构用虚拟方式再现出来，将思政课程融入在线授课；运用手机 APP 等学习平台开设在线课

程，设置课程章节、思政专题、教学资源等模块，课程章节主要包括学习目标、章节导引、授课视频、

自测题等；还可以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网站，网站的建设是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

程及内容服务的，为学生学习提供了便利和帮助，要坚持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真正发挥思想政治理

论课虚拟实践教学专题网站的作用，才能避免流于形式。 
二是运用体验式教学法。即构建虚拟空间，通过设计相关课程主题，以游戏、剧本杀、角色扮演

等虚拟仿真方式，打造情景教室让学生设身处地去体验，让学生有更多的参与感，发挥学生的主动创

造性。体验结束后，每位学生对自己的学习体验负责，并撰写成课程小论文进行汇报。师生进行在线

集体探讨，教师针对每位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指导。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这种教学模式的优点

在于激发了学生学习热情，同时提高了他们从感性至理性的认识过程，有效合理地拓展了在线授课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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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虚拟实践教学的价值功能 

5.1. 弥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不足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虚拟实践教学可以进入到我们需要的虚拟环境中进行教学，能有效地突破环

境和时空限制给社会实践教学带来的难题。虚拟实践教学通过让课堂里的学生进入仿真实践教学平台，

再现实践场景，能使虚拟实践教学主体也就是参与虚拟实践教学的学生产生沉浸感。如此，既能让学生

在“临场体验”中强化其理解和记忆能力[6]，有助于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理解和社会现实问题

的认知，从而提高实践教学的吸引力。又能极大地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物质资源

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制约。 

5.2.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在虚拟实践教学平台中，学生们不仅可以自主地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根据每个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成为教学活动中的主人翁，而且还可以借助虚拟实践教学平台把自己在实践中的问题随时随地

地反馈给教师，实现了以学生为中心，增强学生参与度进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目标。在

虚拟实践教学中，网络在学生获取知识、了解热点、掌握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这也极大拓

宽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研究和实践探索。教师以此为题引导他们展开深度剖析并对舆情未来走势进行预

测和研判，必然会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也能提升其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理性参与能力，实

现了从教师核心素养出发，以教学吸引力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目的。 

5.3. 符合当代大学生发展的时代际遇 

作为当今时代的主力军，95 后的成长成才环境中最大的“际遇”就是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当代青

年学习、生活、成长的重要环境，成为学生获取知识、了解热点、信息交流的重要途径。虚拟实践教学

作为最直观的路径，时代的产物，顺应了时代发展，帮助教师为学生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交互性和个性

化的内容讲解，对于传统教学模式的缺点有一定的弥补作用，也能够在进行教学以及学生学习当中突破

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学生提供了更加个性的教学服务，满足多样化需求。所以，无论是从适应时代和

社会发展潮流的角度看，还是从满足大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与成长规律的角度看，我们都有必要把虚拟

实践教学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 

6. 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既要符合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的目标，又要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机制和完善的教学反馈体系，才能够真正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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