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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新时代建设思政课要在实践中得到高度重视，把

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实现理论联系实践，教育并引导青少年把人生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

念落实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际行动中。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互嵌，就是把思政课的理

论性与社会的实践性相结合，促进“大小”课堂有机结合，消除二者之间壁垒，实现“大小”联动，是

最终实现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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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s a key course in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nurturing tal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new era should be highly valued in practice, combi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mall classrooms with social large classrooms, realiz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
tice, educating and guiding young people to implement their lofty ideals and firm beliefs in life in-
to practical actions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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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mall classrooms and social large classrooms is to combine the theoreti-
cal na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ith the practical nature of society, promote the or-
ganic combination of “big and small” classrooms, eliminate barriers between the two, and achieve 
“big and small” linkage, which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to ultimately achiev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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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认识理论要在实践中做检验，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互嵌，符合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建设要求。毋庸置疑，在课堂中的理论知识的传授远远不够，要将理论知识融入社会大课堂中，实现思

政课的理论性与社会实践性有机结合，有助于深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加深学生对理论的政治认同

[1]，增强学生对理论价值的强烈认同感。 

2.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互嵌的出场语境 

2.1. 思政小课题与社会大课堂互嵌的时代背景 

知识理论只能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只有将已知认识理论应用于实践，正确的理论才能通过实

践得到验证，错误理论才能被发现和推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并且要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是

教育引导学生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主要途径，是学生系统学习理论知识的课程，对于学生牢固树

立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发展树立正确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思政小课堂主要

向学生教授我们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理

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等等，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自觉将马

克思主义内化于信念、外化于行动，并且能够正确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由此可见，思政小课堂主要是侧重于理论的传授，存在理论讲授抽象且学生接受被动

的现象，且当学生遇见国内外重大实际问题时，学生容易对书本的理论知识产生迷茫且印象不深刻，从

而引发强烈的抗拒心理。因此，仅仅依靠思政课的理论讲授存在明显的教学不足。社会大课堂既指除思

政小课堂之外的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也指除教室以外能够进行教学活动的多种地点和场所，而且包括

具有教育引导作用的社会环境。与思政小课堂存在明显不同，它具有复杂性、具体性和丰富性等现实特

征。思政课的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理论的表面，而是要与实践相结合，要求教师必须带领学生走出

课堂，走进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互嵌，这样就弥补了思政小课堂仅仅

停留在理论知识表面且难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动性的不足，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实现思政课

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良性结合，才能增强学生对理论价值的强烈认同感，学生的思想信念和人生理想才能

外化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行动。并且，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

取得的辉煌成就，为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互嵌提供现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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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互嵌的当代价值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互嵌，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知识真理只能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并

且，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多次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

在实施过程中要“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学生做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思政小课堂融入社会大课堂中，有助于完善思政课的课程结构，实现内化和外化的双重发力，

有助于建构起协同育人的大思政课程体系[2]，只有这样才能把小课堂的理论性与大课堂的实践性相结合，

实现理论知识和实践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在思政课教学中，“坚持政治理论知识教育与社会

实践相结合，既重视课堂教育，又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两个课堂的结合，

就是要带学生走出课堂，走向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开展社会志愿服务、志愿调查、“三下乡”实践活

动等等，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能动性，增强学生对理论价值的强烈认同感。并且，社会大课堂能够

为思政小课堂提供多方面的真实案例与社会素材，将生动具体的社会现实引入课堂理论教学，方便学生

更好的理解以及运用，使教学更有针对性和具体性。然而，理论脱离实际，实际脱离理论均是不可取的。

我们断然不能脱离理论而将学生完全置于社会生活中，而是要与思政小课堂结合。对于在社会实践中出

现的各种价值观念，不能简单地将其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必须通过理论传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下，分析这些价值观的意义，以及当代青年学生应该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

助他们培养正确的思想信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互嵌，就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促进“大

小”课堂有机结合，消除二者之间壁垒，实现“大小”联动，是最终实现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

重要渠道。 

3.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互嵌的理论基础 

查阅资料可知，嵌入理论起源于西方经济学领域，是许多学科的重要方法论工具。匈牙利经济学家

波兰尼在 1957 年提出了用于描述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嵌入理论的概念，强调了将人类经济嵌入经济与非经

济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3]。后来，在社会学领域，人们开始用“嵌入”来描述两个事物相互结合相互

融入的过程。1985 年，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认为，嵌入理论不仅能够在经济领域得到运用，

而且在人类社会关系中也能加以运用。基于格兰诺维特的研究，1986 年，美国社交专家布赖恩·乌兹首

次提出了关系嵌入理论。进一步研究了嵌入在信息传递、可靠性提升和问题解决中的重要性。由于上述

代表性学者对于嵌入理论做出的努力，嵌入理论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得以迅速发展并且逐步向其他领域

拓展。同时，嵌入理论在解决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课程的运行如何深入的问题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

此，嵌入式也为学习研究教学和课程模式提供了新鲜的视角。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互嵌是对嵌入理

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进一步拓展。 

4.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互嵌的实践路径 

在思想政治课的理论知识传授过程中，把其与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联系结合起来，实现思政小课堂

与社会大课堂的互嵌，关键在于教师，实践教学是重要核心，同时要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4]，学生家

长支持是基础。 

4.1. 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互嵌，关键在于教师 

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最需要精心栽培与引导。思政小课堂是立德树人的主阵地，

重在讲授理论知识。实现思政小课堂嵌入社会大课堂，推动两个课堂协同育人，关键在于教师。教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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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要做学生的良师，更要做学生的益友。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采取各种方式着力提高青年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的理论素养以及知识水平，提高青年思政课教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能力，使其必须

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以及跨学科素养。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引导青年教师研读名著，学习马克思恩格斯

经典著作，并不断自觉研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将其与教材相结合教授给学生，不能仅

仅局限于教材内容。教师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思想，并能够熟练运用其分

析问题和解决好问题。且教师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观察世界。只有思政课教师的知识素养和理论

水平有所提高，才能更好地讲好思政小课堂，学生才能系统全面地学好理论知识，这是实现思政小课堂

与社会大课堂互嵌的前提；另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要善于在社会大课堂中深刻挖掘教学资源，收集鲜活

丰富的真实案例，丰富的自己教学知识网络，从而使思政小课堂更加贴近学生，贴合实际，贴近生活[5]，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能动性。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时效性很强的课程，要求思政课教

师主动研究学习时政热点，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奋斗精神和伟大创造精神等重大时

政资源引入理论教学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思政小课堂的理论性嵌入社会大课堂的实践性。这

是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互嵌的现实需要。 
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互嵌，同时也要求教师不断创新自己的教学方式，重视互联网在课堂

教学中的重要作用。课堂教学要注重联系学生的现实生活，充分挖掘社会中的教学素材，充分利用社会

以及该地区和校园中丰富的时政资源，且可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视频，以及动漫，动画及故事等学生乐

于接受的形式在课堂中呈现出来，增加课堂的趣味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

易于接受。不仅仅是时政，教师也要善于运用历史名著以及历史故事，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交织相错，将

强烈的爱国情怀铸于学生内心，深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加深学生对理论的政治认同。 

4.2. 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互嵌，实践教学是重要核心 

虽然在思政小课堂的理论传授中，我们可以通过引入社会真实案例来实现思政小课堂嵌入社会大课

堂，但是认识、理论的真理性要经过实践来检验，因此必须带学生走出课堂，走向丰富多彩的社会，开

展实践教学，使其成为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互嵌的重要核心。实践教学是课堂教学的社会性拓展，

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巩固课堂学习成果，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政治认同，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理论

知识，增强大学生与理论价值观的强烈共鸣，有助于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教学的过程

中，可以通过传承红色文化，了解地方红色资源，乡村支教活动，各地文化交流，组织参与志愿活动，

参观烈士纪念馆，重走长征路等各种形式，加深学生对革命文化，红色精神以及社会主义的先进精神的

了解和认识，培养学生刻苦耐劳的良好品质，增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解与认

同，并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高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断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勇敢担当历史重任的时代新人。 

4.3. 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互嵌，要加强学校与社会联系 

要想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互嵌，单纯依靠学校与思政课教师是完全不够的，必须要加强

学校与社会的联系，获得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全社会要大力构建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和志愿活动，为学

生进行社会实践提供场所。同时，政府要积极完善资金保障制度，安全保护制度以及教师激励制度等等，

并且要确保社会实践各环节均落到实处[6]，不能存在学校组织“伪”社会实践活动的现象，为实现思政

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互嵌提供制度保障。全社会将引导学生关注青年学生的身心成长，帮助青年学生树

立发展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挥各个社会阶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改变

全社会的心理状态，促进思想政治与各个社会阶层的融合，积极调动各个社会阶层的力量。使其能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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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学校引领学生走进社会，要为学校在全社会中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提供便利。同时，全社会要努力营造

出积极向上健康的氛围，形成全社会共上思政课的良好局面，共同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4.4. 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互嵌，学生家长支持是基础 

社会大课堂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技能、无尽的智慧以及强劲的力量，且社会大课堂为思政小课堂

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地点和现实案例。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互嵌的教学形式多是户外实践，必

须要在获得学生家长支持，并且确保学生安全的前提下进行，这是实现二者互嵌的基础，否则一切都是

空谈。思政课教师也要积极引导劝说学生家长，不能仅仅关注学生的应试成绩，更要注重学生的全方位

发展。 
理论知识只有与社会实际相结合，才能焕发出生机活力，既不能理论脱离实际，又不能实际脱离理

论。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互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符合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世界观

以及方法论，实现思政小课堂的理论性与社会大课堂的实践性相结合，实现知与行的统一，消除二者之

间壁垒，实现“大小”联动，对深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且加深学生对理论的政治认同发挥重要作用，

这是最终实现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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