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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

础》）课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

支撑的，具有特定定位、特定内涵、特定任务的一门

崭新、具有创新性的课程，也是我院重点建设课

程。近年来，我们在坚持贯彻落实“05”新方案的同

时，不断深化教学改革，积极探索教改的新路子，取

得了初步成效。《基础》课作为新方案规定的普通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修课，要实现原教育部长周

济提出的“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生受益”这一目

标，教师就必须树立创新的理念，以创新为着力点，

积极探索《基础》课教学改革，真正把创新贯穿于

《基础》课的改革和建设中。

一 以育人为本，创新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是教师教学思想的直接表现。要上

好《基础》课，教师必须解决好自己的教学思想，有

鲜明的教学理念。如果只图形式上完成安排的教

学任务，上完课程，不管教学的实际效果；如果只管

照本宣科，不管学生实际学习的状况与态度，是肯

定上不好这门课的。《基础》课是按照“05”方案，将

原来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整和

而来的一门新课程，融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为一

体，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而不是原有两门课的拼凑或简

单相加，更不是把这门课讲成纯“伦理”和纯“法律

知识”。《基础》课的基本任务是，以大学生成长成才

为主线，以帮助和引导大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培养

良好的综合素质为切入点，以法律修养和道德修养

相结合为基本方法，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角色意

识、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帮助大学生解决在成长

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高其思想道德修养

和法律素质。《基础》课的性质、任务决定了这门课

的教师肩负着重要的塑造人的使命与责任，需要教

师努力追求良好的教学效果，才能达到教学的目

的。教师必须明确自己的使命是用科学的理论去

武装和引导学生，而不是单纯地在完成教学环节；

必须努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被动吸收为主动

摄取；必须与时俱进，把握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热

点与难点，上高度。前者使命感源于责任心和政治

觉悟，后二者即教学效果源于教师的教学行为。要

使本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的课，就得破解学生抵御

灌输的抵抗心理，就得调动学生的情感与兴趣，就

得触动学生反思，就得增强课程的吸引力。这需要

教师认识到位、理念到位。教师要树立创新的理

念、育人的理念、效益的理念，尤其是创新的理念。

教师通创新，坚持创新性教学，切合教学实际积极

地进行教学探索与教学改革，便有绵绵不断的教学

活力。正如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的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高到

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而“教育是

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是培养创新精

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

和培养创新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所

以，“必须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发展的教育观念、教学模式”。[1]

二 以开放性教学为主，创新教学模式
《基础》课主要围绕大学生成长成才进行道德

教育和法律教育，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

要创新教学理念，而且要创新教学模式。因为，《基

础》课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将社会道德规范和法

律规范内化为内心的道德法则，再将内心的道德法

则外化为道德行为和法律行为，最终达到他律和自

律的和谐统一。传统的“以知识灌输为主”的讲解

模式，是一种被普遍运用、单一而封闭的教学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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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容易引起学生对德育的逆反和抵触心理，而难

于达到《基础》课的教学目的。我们在教学实践中

发现，不仅要让学生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更重要

的是触动学生去这样做，使其内心认同。为达到这

样的教学效果，就必须改变教师一言堂，要千方百

计让学生互动起来。建议运用开放性的教学模

式。教学模式一旦合理选用，教师的教学行为便按

相应的程序运行，使教与学在不同的程度上被激

活。

以开放性教学为主，有利于调动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实现教学过程中师生良好的互动，激发学生

的情感与兴趣，促使学生思考与辨析，把学生置入

被激活状态。实现开放性教学有两大途径：一是可

以在课堂上采用活动课等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诸

如演讲、辩论、讲故事、表演小品、唱红歌、讨论等活

动，并将时事、漫画、音乐等引进课堂。让学生在参

与中“来电”、在表现中“生趣”、在思考中“感悟”、在

碰撞中“明理”、在行动中“自控”、在比较中“奋进；

二是延伸课堂，有目的组织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

园，走进社会，通过参观、访问、调查、专题报告等社

会实践活动和撰写小论文，开阔学生视野，启迪学

生思维，强化学生情感，消除学生误识，让学生用自

己的眼睛目睹改革的辉煌，用自己的手书写发展的

成就，用自己的脑去思考积极的人生，用自己的行

动去体验劳动收获的喜悦。09年我校《基础》课在

学校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实现了从完全的理论教学

向2+1模式（即理论教学2学时+实践教学1学时）的

转变。为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性教学有机统一，不因

实践性教学影响理论教学，我们通过努力，整合教

材内容，以章为单位，进行专题教学，实现了教材体

系向课程体系的转变。

三 以提高教学时效性为目标，创新教学方法
《基础》课的教学目的决非单纯的传授知识，而

是注重对学生思想的培养和塑造。因此，教师在进

行知识性传播的同时，更应关注学生的所思、所想、

所为，关心他们的身心发展。要使《基础》课成为接

受主体的大学生喜闻乐见，积极参与，必须彻底改

变单一灌输的讲解法，使教学方法多样化、新颖

化。正如毛泽东所说：“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

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

一顿”。所以“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

成任务的方法问题”。[2]

只有教学方法多样化，才可能适应大学生喜欢

新奇、乐于参与的心理需要，并有利于培养出有创

新思维的学生来。长期以来采用的单一讲解方式，

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其结果是“老师讲得辛辛苦苦，

学生听得迷迷糊糊”，学生思维僵化。所以，必须不

断深化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方法，以增强教学的时

效性，使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教学方法探

索的实践中，我们教研室老师创造出了灵活多样、

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如“问题导向切入教学法”，

即先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引导学生联系实际提出问

题，然后由任课老师把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总结

后，再针对性地进行讲解的方法。“专题讨论法”，即

教师根据课程的重难点或社会热点问题，精心设计

课堂讨论、辩论的主题，让学生根据老师的要求在

课后认真收集资料，撰写讨论提纲，然后分组讨论，

在此基础上各组推荐1至2名同学在全班发言，教

师最后点评和总结。“对立观点辩论法”即在教学内

容中提炼出两种对立性的观点，组织学生进行辩论

后，在由老师总结性讲述的教学法。“创设情景教学

法”，即模拟一种情境，使学生从刻板的书本走向立

体的世界，不仅使学生有直观体验，感情认同，而且

还由此激发学生思考人生，深省自我，在实际生活

中自然修正做人做事的动机与行为，这就是“虚拟

的情境唤起的是真实的体验与感悟”，是“虚拟世界

与真实世界的无缝连接”[3]。还有“案例教学法”，用

典型的人与事，更能言简意赅地表明道理。

用多样化教学方法并不难。《基础》课的教学过

程中提倡教师多用案例教学法、活动教学法和讨论

教学法。按照有关教法理论，案例教法又可分为案

例讲授法、案例讨论法、案例模拟法、案例联系法；

活动教学法又可划分为认知性活动、体验性活动、

制作性活动探究性活动；讨论教学法又可划分为辩

论式讨论、演讲式讨论、对话式讨论、咨询式讨论、

设置情境式讨论、调查研究式讨论等。这些方法，

教师可以从实际出发、进行合理选择、组合或发展，

使自己的教学行为更加精彩有吸引力。

四 以信息化平台为载体，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课更应注重课堂的活跃性，能极大提升

学生的兴趣，较好地消除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就是

说教课的错觉。为此，在注重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的同时，还要注重传递信息的载体（语言、工具、设

备），即注重教学手段。在教学实践中，不少大一新

生曾给我提及“从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起便在想

怎样才能更好度过大学生活，教材到手便迫不及待

地翻阅，而映入脑海的不是答案，是觉得十分机械

的1、2、3，但课后却觉得还真就得那样去做！”这反

映出来的是什么信息呢？道理都懂，被要求与自我

有要求，反映是不一样的。也难怪说教材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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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活的，看教材是看不出氛围与激情的，需要教

师把隐含在教材中的氛围活跃的再现出来，便有了

感染与驱动。也可见，同一的东西，由文字、或由声

色影图、或由活动表现出来，传递出去，产生的刺激

效果是不同的，而充分说明了手段的重要性。正如

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的

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必须充分利用现代化科学技

术手段，大力提高教育的现代化水平。要通过积极

利用现代信息和传播技术，大力推动教育信息化、

促进教育现代化。”（《人民日报》2002年9月9日）事

实上，电影、录像、多媒体课件等，把文字、声音、图

像、动感集合起来，不仅活跃教学气氛，增强教学的

直观性、刺激性、生动性、欣赏性，还扩充了信息量

与想象力，能有效地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

的自觉性，使教学活动在愉悦中完成。为了充分运

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我校《基础》课参与校精品课建

设并上网，建立了专门的试题库，全教研室人员协

同作战，完成了本门课教学用多媒体课件，以该课

件为基础，各任课教师可个性化充实完善。我们正

在努力，准备建本门课的信息资源库，为学生自主

性学习创造更便捷的条件。

五 以多形式考核为导向，创新评价机制
评价是学生很重视的环节，对学生而言就是学

习结果，所以在教学活动中一定程度上有指挥棒的

作用。要推动创新性教学和创新性学习有效地开

展，必须对传统的评价考核方式进行改革。传统考

核评价方式是：试卷出结果，结果定好坏，弊端性

大。一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色彩重，学生易于抵

触而应付；二是重结果忽视过程，往往导致学生学

时应付，考试时打冲锋，几天背住为考试，考试之后

便忘却。学生在思想、观念上是否真的认同，行为

上是否践行，试卷是考不出来的，只要能够突击性

死记硬背，就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致使学习工

程中态度端正与否不重要，触不动学生的心，评价

的结果也不够准确科学；三是把学生置于被灌输被

动吸收地步，要求学生全面掌握，事实上都重要便

都不重要，对于学生，他们觉得明不明白不重要，考

试时记得住才是关键，便被动学，少思考，难有身同

感受的震动，也扼杀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

力。

为了革除弊端，在学校支持下，我们改革了评

价方式。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结合，过程评价与

结果评价结合，知识掌握程度评价与问题研究能力

评价结合，理论水平评价与实践能力评价结合。具

体做法是：一是改革考试内容，尽量减少试卷中有

关基本知识、理论方面死记硬背的内容，尽可能安

排一些探讨性、综合性的题目。现在期末闭卷考试

的题型主要有四类：单项选择、多项选择、辨析题、

案例分析题。二是改革考试成绩核算方法。本课

程由三个部分组成：平时考勤10分（同时规定一学

期3次不到课者以不及格处理），平时成绩30分（将

实践教学内容纳入考核范围，在实践教学等教学环

节已初步建立了规范化的要求），期末60分（由闭卷

考试60%+开卷考试40%构成）一改以卷面成绩决定

学习成绩的不合理现象。三是建立“统分结合”的

考核模式，闭卷部分由教研室统一抽题，开卷部分

由各任课老师根据上课班级的情况自行命题。这

样即保证了统一的管理，又体现了各老师的特色和

学生的实际情况。四是闭卷部分进行了“分层”抽

题的改革。试卷根据难易程度分三级。一级试题

为普通本科试题，偏难；二级试卷为艺体本科和普

通专科，难度适中；三级试题为艺体专科，难度略偏

易。目的是因材施教。五是根据本课程的特色，在

考核方面特设额外奖励加分或惩罚扣分，遵纪守法

方面，实行一票否决制。同时对受到校级以上表彰

的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等行为酌情加分。这样既克

服了一背定高低的弊端，使学生学有所获，又能充

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他们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

总之，《基础》课教学改革，以创新为着力点，通

过教学过程中的不断改革创新，便能给教学注入绵

延不断的活力，以实现《基础》课的良好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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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was“05 scheme”of an inno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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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mechanism will enhance the scientific of examination，thereby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Key words: Exploration；Innovative Teaching；Basic Courses；Teaching Reform

（责任编辑：周锦鹤）

·· 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