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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是加强理论课程教学成效的关键部分，这对于增强思政课的理论教学成果和提升学

生的实践能力具有重要价值。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实践内容与社会现实脱节、教学资源整合不够、

学生参与度不高、教学效果欠佳等诸多问题，因此要从构建协同育人机制、打造实践教学平台、创新实

践关键词教学内容、优化实践教学评价机制等方面来系统构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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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key part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oretical course teaching,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for enhancing the 
theoretical teaching resul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improv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 However, in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disconnect 
between practical content and social reality,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low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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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 participation, and poor teaching effec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by building a col-
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creating a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innovating practical teach-
ing content, and optimizing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prac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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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高校思政课”)承担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重任。但当前中国高校思政课的教学，主要集中在理论教学上，而忽视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对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在本质认识比较模糊，对实践教学的完整体系把握不够，尚未建构合理

的实践教学模式，这种情况削弱了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作用，限制了其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中的特殊功能。因此，系统构建高校思政课的实践教学体系，成为了高校思政教育的一个迫切需要探讨

和解决的问题。 

2.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意义 

构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其主要表现在：第一，促进高校学生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形成。实践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和内化思政课程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标准[1]。通过实际案例和实践活动，学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良好公民的行为标准。第二，增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传统教学方法中，思政

课可能更侧重于理论教学，而思政课实践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使他们在实际操作和

体验中获得知识，从而提高思政课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更有利于将理论与实际社会实践相结

合。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还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学

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责任，增强对国家和社会的积极认同[2]。第三，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

综合素质提升。实践教学鼓励学生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

能力，这对于学生形成独立的判断和决策能力至关重要。同时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需要综合

运用多学科知识，有利于知识的融会贯通，促进综合素质的提升。 

3.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看，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科学和系统性的教学理

论体系，还存在着影响思政课实践教学育人作用发挥的问题，因此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

表现在：一方面，实践内容与社会现实脱节。有些思政课实践教学内容往往与理论教学的内容结合不紧

密，也未能及时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事热点，缺乏现实性和时代感[3]；另一方面，实践教学资源整合不够。

各高校都在积极整合实践教学资源，如建设文献库、案例库、社会实践基地等，但这些资源分散与利用

不充分，往往分布在不同的部门和平台，缺乏有效的整合，这种分散状态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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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师难以获取所需的全面资源；第三，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强。一些思政课教师可能在实践教学经验

和方法上不够成熟，难以有效地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社会实践和探索[4]；最后，实践教学评价机制单一。

当前的评价体系可能过于侧重于理论考核，忽视了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评估，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不

利于全面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思政教育的实际影响。针对上述问题，需用系统性的思维来构建高校思

政课实践教学体系，这是解决高校思政课实践困境的有效途径。 

4.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的系统化构建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实践活动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和价值观，增强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及对国家的理解和认同。因此，需

要在构建协同育人机制、打造教学平台、优化教学内容、制定评价机制等方面加以系统化，从而构建高

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 
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加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育育人绝不仅是思政课教师的事，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

义学院的工作，高校需构建一个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工作体系，该体系以党委的统一领导为核心，由马克

思主义学院负责组织和协调，同时需要教务处、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团委等相关部门的紧密合作，共

同形成一个协同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力量[5]。高校负责制定总体规划和策略，确保教学内容和方法符合国

家教育方针和党的教育政策，发挥好指挥协调的作用，确保教学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各项教学活动的有效

实施。另外高校党委还起到连接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桥梁作用，要积极对接沟通建立校外实践基地，

如工厂、社区、村屯等，为学生参加实习实训和实践活动创造条件，形成高校、社会、家庭的系统协同，

确保教育内容与社会发展需求相符合。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课程实施的主体，主要负责课程内容和教学

质量管理，按照不同年级不同阶段制定出台统一方案，设定符合不同年级的实践教学目标、按照校外校

内、网上网下等打造不同模块内容，完善教学效果评价和指导教师评价体系，包括制定思政课的教学大

纲、课程内容更新和教学方法的改进；组织教师专业培训，提升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开展教学研究，

推动教学方法和内容的创新；设计和组织实践教学活动等工作。 
打造实践教学平台体系。高校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平台体系是指一系列支持和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教学的各类平台和资源[6]。这些平台通常包括：1) 课堂教学平台，供多媒体教学内容和互动功能，如

在线学习管理系统(LMS)、互动教学软件等，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创建模拟环境，

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2) 课外实践平台，与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合作建立社会实践基地，为学生

实践提供学习的机会，以及开展各种志愿服务项目，通过实际行动深入理解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网络学习平台，包括建设在线课程和资源，如 MOOCs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微课程等，提供灵活

的学习渠道，同时建设论坛和讨论组，为学生提供讨论思政课内容和相关社会问题的网络平台。4) 教学

研究与评估平台。主要包括建设数字图书馆和案例数据库，包含相关教材、学术论文、多媒体教学资料，

收集和整理社会、历史案例作为教学资源等。定期评估教学效果，收集学生和教师的反馈，用于持续改

进教学[7]。5) 学生交流与合作平台。依托学生社团和组织，鼓励学生参与学术社团、辩论队等，促进学

生间的交流和合作。通过模拟政治决策过程，让学生参与模拟政府、国际关系等活动，组织主题讲座、

电影放映等与思政课内容相关的文化活动。总之，搭建思政课实践教学平台体系的目的是为思政课的实

践教学提供全面、多维度的支持，从而增强教学效果，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实践能力。通过这些平台

的综合运用，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 
改革与优化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实践教学内容优化就是将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融入高校思政

课实践教学，优化实践教学内容结构，提升实践教学的科学性、层次性和系统性，精心安排教学进程，

及时更新基础型、传统型实验项目，加强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实验项目建设，全过程、分阶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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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渐进培养学生实践能力[8]。高校应利用教育部举办的活动，如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领航计划、“小我融入大我，青

春献给祖国”主题社会实践以及“技能成才，强国有我”主题教育等开展实践教学。重视梳理和归纳实

践教学的成果，并将其中的优秀成果融入课堂教学，以此丰富教学内容。同时，出版相关的高校思政课

实践教学成果，以推动实践教学的规范化发展。 
制定实践教学评价和反馈体系。构建一个全面而有效的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评价体系是确保教学质

量和增强实践育人效果的关键[9]。这个体系包含教学过程评价，即评估教学内容是否符合课程目标、是

否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学方法是否具有创新性以及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等；学生学习成果评价，

即评估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思维能力与技能提升程度、以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等；教师表现评价评价，即评估教师的教学效果、责任心、敬业精神以及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的

创新[10]；课程社会效应评价，即评估课程对促进学生社会参与和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对校园文化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通过这种全方位、多维度的评价机制，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提升思政课的教学

效果，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并持续改进教学质量。 
总之，构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已被普遍认为是提升高等教育思政教育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确保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效果，必须系统地发展和完善实践教学模式。这意味着思政课的实践教

学应密切结合国情，为解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并针对实际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只有这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成效和人才培养质量才能获

得学生和社会的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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