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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思政课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在思政课教学中融入信息技术手段拓展教学空间成为

大势所趋。多地高校展开了思政课混合式教学的实践探索。但多局限于“线上 + 线下”教学手段的混

合，教学效果未能尽如人意。因此，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分析“混合式教学”的概念，从教学主

体、教学手段和教学客体等方面重构思政课混合式教学的内涵，根据新内涵从备课系统、教学系统、评

价系统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助于拓展教学空间，实现“知情意”教学目标，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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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thods into ideolog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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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ducation to expand learning space has become a trend. The connotation and innovation 
construction of mixed learn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ss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ltiple universities have launche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blended learn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However, it is often limited to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 offline” learning me-
thods,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is not satisfactor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Marxist system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concept of “blended learning”, and reconstructs the connotation of 
blended learn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ing subjects,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objects. Based on the new connotation, a blended learning model 
is constructed from lesson preparation systems, teaching system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which 
helps to expand teaching space, achieve the teaching goal of “knowledge and emotion”, and im-
prov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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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1]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迈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面临新的时代任务、承

担新的时代课题。历史和现实表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需要大批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因而如何培养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新

时代给我们提出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回应好这一时代课题，需要我们发挥好思政课在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思想教育和价值引导作用。思政课能否实现思想引领和价值引导作用，关键在于是否把道理讲深、

讲活、讲细。而道理讲深、讲活、讲细有赖于适合内容的教学形式，形式合乎内容，有助于让思政课内

容活起来、道理讲清楚，从而实现思政课教育引导人。思政课教学形式应如何选择，习近平相关论述给

予我们思考的方向。他指出：“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2], p. 378)思政课是以文化人、铸魂育人的关键课程，在新媒体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加强新媒体、信

息化、数字化技术与思政课教学的有机融合，积极探索线上 +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利于丰富教学

手段、拓展教学时空，使思政课内容活起来、互动多起来、效果好起来，打造出一门传授知识、启迪心

智、塑造品格的思政金课，满足高校为党和国家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现实需要。 
截至 2023 年初，在中国知网以“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混合式教学”为主题

检索期刊论文，结果显示共有 375 篇，其中中文核心 + CSSCI 仅 36 篇。从该主题研究的数量进行分析，

研究总量较少，但研究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中国知网 2023 年对该主题的研究论文预估值为 119 篇。从

学科分布来看，研究学科主要集中在四个学科，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占 29.23%；高等教育占 28.15%，计

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占 27.28%，职业教育占 9.67%。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于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

学模式构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特征、模式构建、路径探索等方面。具体而言，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学者们对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展开了深入探讨。吴争春认为思政课教学

存在内容与学生思想联系不紧密、互动不足、评价不够科学、数字资源利用率不高等问题，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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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启发。[3]王萍霞认为“互联网+”时代，混合式教学实现了课堂时间和空间的开

放，兼顾系统学习和碎片化学习，可供师生随时随地交流分享；同时实现以教师为中心向学生为中心转

变，促使学生养成主动性探究学习的习惯。[4]王岳喜等从传统教学与混合式教学的模式对比中强调构建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必要性，认为传统教学模式有课堂容量不足、学生主体地位彰显不够、教学方式单一

等问题，而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平台、团队和资源优势，有利于教师进行改革创新，提高教学质量。[5]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优势和特征既体现了该模式应用于思政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又为解决思政课传

统教学的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向。杨志超从“学、导、行”三个环节着眼，提出构建在线课堂 + 传统课

堂 + 实践课程相互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6]韩淼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部分入手，提出打造基于

慕课和雨课堂的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7]马一基于线上教学、线下教学和课程考核三个方面搭建混合

式教学的运行模式。[8]张博从线上线下两个课程的协同切入，一方面做好线上部分的设计，构建教学资

源库、创建有效学习模式、加强导学、督学、促学；另一方面，线下课程作为线上课程的补充，需要增

加其互动讨论的环节，同时加强研讨学习和专题式教学。[9]朱卫卿从机制建设着眼，从顶层设计领导机

制、改革运行机制、多主体参与机制等方面推动混合式教学改革。[10] 
总体而言，学界关于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宏观层面、理论方面研究的较多，

而关于微观、教学实践的研究较少。因此，从微观和实践角度探索混合式教学在思政课混合式教学的创

新应用确有必要。 

2. 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的内涵重构 

混合式教学是指在信息化技术背景下，利用网络数字技术，通过对教学环节、教学功能的重构，使

教学得以在“线上线下”两个空间同步进行的教学组织形式[9]。笔者沿用混合式教学的概念，但拓宽其

内涵和外延，使仅从手段的混合到涵盖理念和效果的混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从教学主体、教学手

段、教学客体重构其内涵。 

2.1. 教学主体的提升 

教学主体的提升指的是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的混合，同一门课程中不同类型教师

主体的混合，提升主体教学能力。提出教学主体的混合，其目的有三：一是树立“教师主导 + 学生主体”

的教育理念，实现思政课堂由“灌输式教学”向“启发式教学”转变，教学目标是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和正确价值观的树立。二是搭建混合式教学团队和混合式教学班，一方面构建“网络名师+传统讲师+助
教”的教师队伍，合理利用教师的教学专长；另一方面，打破年级和学科背景限制，破除几个行政班组

建教学班的固定选课方式，实行在校学生自主选课，组建混合式教学班。三是提升思政课教师的混合式

教学能力和学生的综合能力，一方面实行课程教学岗位轮换，每学期结束负责此板块的教师轮换到另一

板块，最终实现教学能力的全方位提升；另一方面通过线上教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传统教学培养

学生系统思维能力，实践教学提升学生道德素养，最终实现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2.2. 教学手段的优化 

教学手段的优化既是“线上教学 + 传统教学 + 实践教学”教学方式的优化，也是“线上 + 线下”

备课和教学平台的优化。思政课常常囿于课堂教学时间不足，大部分时间用于基础理论知识讲授，导致

思政课情感和能力目标实现程度较低。通过“线上 + 线下”备课平台的混合，有利于各地院校同备一堂

思政课，为开展教学集思广益；有益于教师和学生突破空间限制，丰富师生交流渠道，做好学情分析；

更有益于共享思政课教学资源。思政课通过“线上教学 + 传统教学 + 实践教学”手段的结合，能有效

拓宽教学时空，延伸教学触角。学生通过在线课程自学，能初步掌握思政课的基础知识，教师根据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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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情况能有针对性的开展传统教学，进而开展实践教学以实现价值引导。 

2.3. 教学客体的整合 

教学内容是教学活动中师生共同认识的客体，教学客体的资源整合一是指思政课要重视思政课与专业

课的协同，专业课负责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思政课关注立德树人任务，二者有机结合，才是新

时代“高校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问题的正确解答；二是指思政课要重视理论知识、理想信念、思维

能力培养的融合，教师要分配好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导在教学中的学时占比，做好教学设计，加

强课程目标、单元目标和教学目标的科学衔接，实现教学内容的合理分配；三是指教学资源的整合，有机

整合本校与其他高校的教学资源、数字化教学资源和传统教学资源，为本校思政课教学提供资源支撑。 

3. 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的创新构建 

马克思主义系统观认为系统是具有复杂结构的体系，不同系统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系统中主体和

要素的差异，也会导致性质和功能的差异。无论何种教学模式，都是由教学主体、教学中介和教学内容

等要素所构成，由各要素间相互作用，而联结成具有教育功能的系统整体。基于此，思政课混合式教学

模式通过对系统实行结构优化，在备、学、评各环节运用混合式教学方式，实现传统教学模式向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转变。(见图 1) 
在物理特性层面，混合式教学模式依据不同学习方式在混合式教学中所占的比重被划分为线下主导

型、线上主导型和完全融合型号。完全融合型打破了前两种模式明显的模块痕迹，将面授教学、在线自

学、移动学习完美融合。([11], p. 13-24)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见图 1)为了更好实现教学内容的有效衔接、

教学手段的有机结合、教学目标的全方位实现，在完全融合型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创新发展。 
 

 
Figure 1. Mixed teaching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图 1. 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 

3.1. 构建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备课系统 

《礼记·中庸》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备课作为教学的首要环节，备课充分与否，决定

着思政课教学质量的好坏。混合式备课系统通过“线上 + 线下”备课平台汇集思政课教师同备一堂思政

课，提升备教材、备学情、备方法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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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利用备课平台备教材。合理利用“线上 + 线下”备课平台实现混合式教学团队备教材，不同

高校教师、不同类型教师一起解析教学大纲、抓教材重难点、解构教学要点，能更好提升备课效率和质

量。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做好思政课教育目的、课程目标、单元目标和教学目标的契合匹配，实现思政

课育人目标的“一以贯之”。二是整体把握思政课教材内容，分析教学目标和重难点、做好教材内容的

取舍，最终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换。三是做好教学设计，明确在线学习、传统学习和实践学习

的学时分配，完善线上线下教学、课内课外教学内容的衔接设计，设置线上线下课堂作业和课程考核方

式。通过以上措施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体系的构建。 
其次，利用备课平台备学情。思政课受教育的对象是学生，而学生是发展的个体，要实现思政课教

学目标，就得备好学情。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线上平台了解学生的知识构成、认知水平、兴趣爱好、

学习需求等情况，并分析学生学习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疑惑，准备好改善措施。同时，教师合理调整

教学案例的选取，更贴合教学内容和学生需求，引起学生共鸣和引发热烈探讨。 
最后，利用备课平台备方法。“教学是在师生互动中进行的，师生互动需要关注教师的教法和学生

的学法。”([12], p. 276)通过打造线上备课平台汇聚各高校思政课教师探讨混合式教学方法的选择，有利

于教师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开展思政课教学。 

3.2. 构建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教学系统 

教学实施是思政课诸多环节的关键部分，是落实立德树人的中心环节。思政课教学需充分利用信息

化技术和教学平台(如学习通、雨课堂、腾讯课堂等)构建“在线课堂 + 传统课堂 + 实践课堂”的混合

式课堂，开展混合式教学。 
首先，建设在线课堂开展基础知识教学。在线课堂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识的传授，同时也

是教师掌握学生基本情况的首要环节。将“是什么”的陈述性知识前置到在线课堂，有利于传统课堂对

“为什么”和“怎么样”的认知、情感和态度问题展开教学。那么在线课堂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

第一步，教学团队根据课程教材分解为衔接有序的知识点，网络名师录制相关知识点的微视频(时长 5~10
分钟)上传到在线教学平台，每个视频设置任务点，规定完成任务的时间点，并在视频中设置互动问题，

学生可根据学习任务选择观看视频的时间，并回答视频中的互动问题，对基础知识有个初步掌握，当学

生记不住时也可再次观看视频进行回顾；第二步，教学团队设置契合视频教学内容的线上测试题(单选题

2 道、多选题 3 道)，设置完成测试任务的时间节点，并提前告知学生直播答疑时间并实时录播，及时针

对学生的错题作解答，学生在教师设置的时间节点前完成测试，先自行翻阅书籍、查阅资料，问题仍未

得到解决，可参加教师的直播答疑，也可回顾录播答疑视频；第三步是教师筛选符合视频教学内容的经

典文献上传到学习平台供学生阅读，规定阅读任务(学习心得 1 篇)及完成时间节点，并在传统课堂进行文

献导读和写作指导，旨在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学生在完成任务时间节点前阅读经典文献并撰写学习心

得，并在传统课堂参加文献导读和写作指导训练；第四步，教师在互动社区分享时政热点，发布学习任

务、分享学习心得和建议、答疑解惑，学生在互动社区与教师和同学交流学习心得、学习问题和生活困

扰，加强师生互动，增强师生互信。 
其次，利用传统课堂培养思维能力。传统课堂侧重于理论思维的培养，使学生自觉养成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教师根据学生在线自主学习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

维能力培养。那么传统课堂上，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呢？第一步，传统讲师开展系统化的专题教学。

教学团队对教材内容分析取舍，重构为逻辑严谨、结构紧密的专题教学体系，传统讲师根据专题进行教

学，通过设问引发学生思考，通过适合的案例引起学生共鸣，在面授教学中加强师生互动，学生应提前

预习下节课所学知识，课上积极回答问题，课后回顾总结；二是举办专家讲座，教学团队通过个人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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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平台邀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专家学者来校举办讲座，分享自己关注的前沿问题，讲解研究的视角、

方法、进展等内容，并提高告知学生讲座的相关信息，学生应提前查阅相关资料、初步了解相关问题，

按时参加讲座，学生参加讲座在一定程度上能引起学生的批判精神，有意愿探索感兴趣的领域，不断增

强勇担新使命、建功新时代的本领与能力；三是进行文献导读和写作指导，习近平在与张宏樑同学的讨

论中强调“要反复读，用心读，要把马克思主义原著‘厚的读薄，薄的读厚’。”[13]。思政课教学不仅

是理论知识的传授，而且是学习方法、思维方式的培养。教师通过 2 学时来指导学生如何进行文献阅读，

帮助学生如何选择适合自己当前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何速读和精读？让学生在阅读原著中追

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把握其逻辑起点、价值起点和目标终点，最终让学生知马信马、在马言马。

学生根据教师的指导方法，重新完成线上课堂的文献和心得体会，思考哪种方法更适合自己，形成适合

自己的文献阅读方法和写作方法，并养成爱阅读、爱写作的习惯。 
最后，打造实践课堂加强价值引导。“实践教学是理论‘内化’的重要环节,是思政课教学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6], pp. 69-73)既然实践教学是理论教学的延续，要想实现思政课的价值引导和内化，需

有效衔接实践教学和传统教学的内容。一是积极丰富校内实践形式，将校园文化生活与思政课教学有机

结合，通过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党委宣传部、校团委、学工部的合作，组织学生参加大学生志愿者服务、

理论宣讲“三进”活动(进校园、进街道、进社区)、“一月易主题”实践教学展示活动等，将“一月易主

题”的展示内容与思政课当月教学内容相衔接，实现价值引导和理想信念的内化；二是积极拓展校外实

践内容，社会具有课堂和校园学不到的生动体验和社会财富，要将社会大课堂与思政小课堂相结合，组

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加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开展社会实践调查、参与公益服务活动，

引导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情怀；

三是打造网络实践空间，网络空间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国网民中大学生占比较高，

因此将实践教学纳入网络空间确有必要，在学习完国家制度这一章节的内容后，助教组织学生利用网络

参与参政议政、理论宣讲、时政锐评等实践教学活动。 

3.3. 构建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评价系统 

评价环节是教学活动的最终环节，同时也是新教学活动的起始环节。客观全面的教学评价，能为下

次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科学指引。想得到客观全面的教学评价，需构建科学客观的教学评价体系。教学

评价体系是指在完成不同教学模式所设定的教学实施方式后，对是否达到课程教学目标进行评价的方法

和标准。[14]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评价系统，分为教师评学和学生评教两部分，包括线上教学、传统

教学和实践教学三个环节。 
其一，在教师评学方面。首先，针对在线教学效果的评价必不可少，在线上教学环节，可设置视频

学习任务点和线上测试来检验学生的自学情况，并根据测试结果来调整在线教学的内容；其次，针对传

统教学，可根据单元测验、期末测试检测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同时根据读书心得、

课程论文等平时作业的完成情况检验思维能力培养的效果；最后，针对实践教学，可布置社会实践调查

报告、大学生志愿服务、红色文化资源观摩学习等任务，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检测实践教学的价值引导效

果。(见表 1) 
其二，在学生评教方面。评价系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系统，教师能通过学生成绩反思教学得失，总

结教学经验教训，也能通过学生评教得知自身教学的优缺点和学生需求，进而完善教学设计，丰富教学

方式，最终提升教学质量。线上平台设置学生评教功能，教学团队从学生需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改进意见等方面设置问卷，学生评价完成后，平台自动生成评教数据，为教师客观分析思政课混合式教

学效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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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ixed teaching teacher evaluation system 
表 1. 混合式教学教师评价体系 

评价方式 课堂类别 比重 考核内容 分值 

过程性评价 

在线课堂 15% 

视频学习 5 

在线测试 5 

文献阅读心得体会 5 

传统课堂 20% 

回答问题 5 

课后作业 5 

主题分享 10 

实践课堂 15% 调查报告(或志愿服务) 15 

终结性评价  50% 期末考试 50 

4. 结语 

高校引入混合式教学模式推进教育改革是大势所趋，思政课教学引入混合式教学模式也是思政课教

学改革的必然趋势。高校思政课通过教学主体提升、教学手段优化、教学客体整体，实现了思政课从教

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实施到教学评价的混合贯通，创新构建了备课系统、教学系统、评价系统相互

融通的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有效提升思政课教学的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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