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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OTO教学模式改革是信息化、全媒体时代提高思政课教学

实效性的重要举措，也是提高思政课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和针对性的必然要求，推进这一改革主要

从增设高阶性教学专题、重构课程教学内容体系，收集高质量教学素材、丰富课程线上学习资源，坚持

OBE教学理念、创新个性差异教学方法，开发浸润式移动课堂、拓展课程实践教学形式，运用信息化技

术优势、完善课程动态考评机制等多个方面着手。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OTO教学模式，举措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OTO  
Teaching Mode of the 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Yanyan Du1, Shaolong Gong2 
1Marxism School of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Hunan 
2Law School of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Hunan 
 
Received: Sep. 30th, 2022; accepted: Oct. 28th, 2022; published: Nov. 2nd, 2022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165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1652
http://www.hanspub.org


杜艳艳，弓邵龙 
 

 

DOI: 10.12677/ae.2022.1211652 4269 教育进展 
 

 
 

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OTO teaching mode of the 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nd all media era, and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
ment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theoretical, affinity and pertin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o promote this reform, we need to start from many aspects, such as adding high-level 
teaching topics, restructuring the course content system, collecting high-quality teaching mate-
rials, enriching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adhering to OBE teaching concepts, innovating indivi-
dualized teaching methods, developing immersive mobile classrooms, expanding course practice 
teaching forms, using the advantag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mproving the dynamic course 
evalu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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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OTO 教学模式是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简称，为了推进硕士生公共基础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线上教学资源与线下课堂教学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利用线上线下教学优势，培

养硕士研究生用当代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深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文将从加强理论教学力

度、拓宽学习广度、强化实践深度入手，深入剖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OTO 教学模

式改革的价值意蕴、具体措施和预期效果。 

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 OTO 教学模式改革的价值意蕴 

以适应新媒体时代要求为契机，解决好现代信息技术与硕士生思政课深度融合的问题。为了改变硕

士生思政课教学方式单向灌输、一味说教，教学方法简单呆板、传统落后等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教学综合运用信息化教学手段，以学生线上自学初识，课中讨论内化，线下运

用巩固的“三步”教学法革新教学方式，推进硕士生思政课信息化教学改革，引导学生运用信息技术进

行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 
以增强亲和力、针对性为指引，解决好提高硕士生思政课实效性的问题。针对硕士生思政课“到课

率”“抬头率”偏低的问题，我们不断凝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教学内容，制

作视频、动漫、案例和慕课，融入新时代思想、传统文化和现实案例，运用丰富、活泼的形式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拉近思政课与学生的距离，增强学生对思政课的亲近感，进而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以增强思想性、理论性为指引，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教材体系向教

学体系转变的问题。教材内容与教学内容相比更具庞杂、深奥、抽象等特点，且针对性不强，教师的重

要作用之一就是依据从学生需求出发，突出学科特色，重构教材内容，将教材体系转变为教学体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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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教学过程中探索设置了 10 个教学专题，以增强课程内容的

思想内涵和理论深度。帮助学生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提高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 OTO 教学模式改革的主要举措 

增设高阶性教学专题，重构课程教学内容体系。依据教学大纲和专题教学指南，按照 2021 年最新版

教材设置的课程内容体系，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进展，在尊重教学内容完整性和

系统性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专题的逻辑性，优化教学专题，既兼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的各个方面，同时又能保持每一个专题的相对独立与重点突出。同时也要注意与本科阶段“概论”课

程相区别，只有把握了与“概论”课不同的层次性，才能使“理论与实践”课程得到有效支撑，才能形

成本科生、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内容相衔接、层次要求有区别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1]。因此，

建议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经

济思想、政治思想、法治思想、文化思想、社会建设思想、生态文明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

从严治党等十几个个主要教学专题。围绕这些专题开展集体备课，精心打磨每一个章节的教学内容，并

制作全新的教案与多媒体课件，把最新理论成果和科研成果积极融入教学，用新时代素材和鲜活理论提

升教学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收集高质量教学素材，丰富课程线上学习资源。在信息飞速发展的自媒体时代，容易接受新事物、

新科技的年轻人群体对于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形象性有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拓

展学生的视野[2]。网络课程建设需要大量数字化资源作支撑，否则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数字化资源

建设要注意根据培养目标和课程编制相关要求进行筛选、注意与新修订的课程教学大纲相吻合，结合前

期专题教学设置情况，选取国家级精品开放课程或组成课题组以微课的形式录制网络教学课程，上传至

超星泛雅、雨课堂等相关学习平台，并自主制作一套完整的体现高阶性、创新性和具有挑战度的课程教

学设计、教学 PPT，创建优质、丰富的线上课程资源；建设一套教学资料和典型案例数字资源库，包括

图片、图表、视频、故事、经典教学案例，同时增加讨论区、试题库，增设知识链接和拓展环节等，为

学生提供方便、快捷的学习资源和平台。 
坚持 OBE 教学理念，创新个性差异教学方法。以 OBE 教学理念为指引，充分尊重学生个体差异，

坚持持续改进，在原有探讨式教学、体验式教学、专题式教学的基础上，适度推行线上教学、翻转课堂，

不断深化案例式教学、互动性教学、分众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同时，通过线上

平台开设交流、讨论等互动专区，建构“从独白到对话”[3]平等师生关系，通过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

与老师之间对相关问题的交流讨论，加强对相关理论问题、实际问题的理解。课堂教学过程中特别要突

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注意结合行业特色和硕士生思想实际因材施教，如针对不同专业的硕士生，可以

引用不同的案例或准备一个案例库，方便各个专业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学习理解的契入点，以发挥

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对线上学习进行补充和升华。 
开发浸润式移动课堂，拓展课程实践教学形式。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多带领学生走出校门，采用

参观访问、调研、座谈等形式开展实践教学，注重运用实践教学基地参加社会实践，提高学生能力，真

正做到“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4]。例如，我们充分利用岳阳地方特色和优势，带领学生参观习

近平在长江岳阳段考察地址，打造“守护一江碧水”移动课堂、带领学生参观岳阳自贸片区，打造“内

陆改革开放新高地”移动课堂、带领学生参观陆城湖鲜小镇、樟树辣椒小镇、屈子祠粽香小镇等特色小

镇，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移动课堂等，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与获得感。另外，还可以成立由教师指

导、学生参与的思政课实践社团，将学生兴趣与思政课教学结合起来开展课外实践。我校依托课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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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经典话剧社、校外思想政治教育基地、线上教育平台等，构建了课堂实践、校园实践、社会实践相结

合的实践教学模式，形成了课堂体验式、活动情景式、基地调研式、网络延展式等四类硕士生思政课实

践教学形式。 
运用信息化技术优势，完善课程动态考评机制。进行考核方式和方法的改革创新是扭转传统教学和

考核模式、“激活”和“盘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益尝试和必然途径[5]。依托现代信息教育技术，改

革课程考核办法，动态量化学生的学习过程和考评机制是巩固和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的重要措施。设置

比例合理的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组成的考核方式对强化一门课程的教学实效非常必要，它能给学

生以确定的学习导向，并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效率。基于方便快捷的网络学习平台，平时成绩可基于出勤

率和课堂表现，由任课教师在教学平台设置包含考勤、课程视频、课堂讨论、线上作业、课后实践等内

容组成的动态量化指标，在线上完成平时考查；期末考核既可通过线上测试，亦可通过线下论文答辩等

形式完成。 

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 OTO 教学模式改革的预期效果 

促进硕士生思政课改革创新。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 OTO 教学模式改革

是促进和带动我校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一个教改实例，通过对教学方式方法、教育教

学模式的改变与尝试，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思政课的价值引领作用。 
形成高质量思政课教学专题。专题式教学改革在思政课教学改革中已经提出很久，但由于硕士生的

课程建设相对滞后，专题式教学并未全面铺开。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教学内容转

化为系统的高质量教学专题，可以全面提升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增强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强化思政课实践教学效果。长期以来，硕士生的思政课实践教学难以落到实处，有的学校甚至将 32

个学时全部安排为理论学时，非常不利于学生认识水平的提高。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重要作用，形成一

批具有地方特色、学校特色、课程特色的高质量“移动”思政课堂，可以增强学生的体验感与获得感。  
建成科学的课程考评机制。硕士生思政课通常采取期末考试的方式进行课程考核，忽略了平时的表

现，不能反映学生的真是水平。借助网络优势完善由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考核方式，突出平时

考察期末考核相结合，采取灵活多样的期末考试形式，着重考查研究生深入思考问题的习惯和能力，推

进课程考核向科学化、合理化方向发展。  
增强学生思政课学习获得感。长期以来学生思政课学习获得感普遍较低的主要原因是思政课不接地

气，通过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形成以专题教学、移动课堂与线上学习为主的教学模式，使得教师教的

方式和学生学的方式灵活自由，师生互动、同学互动随时随地进行，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参与性学习的积

极性、主动性，进而大幅提升学生学习思政课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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