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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践课（以下简称为思

政实践课）是让学生在亲身参与实践教学过程中把

所学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理论逐步内化为自身认识，

从而统一思想、理解理论，达到提升觉悟、品质和社

会实践能力的目的。诚然，思政实践课中学生的主

体性要求十分明显，学生参与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的

高低决定了高校思政实践课的成败。在实际工作

中，因为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部分大学生对思政实

践课重视程度不够，学习动力严重不足，导致一些

高校的思政实践课变成了“走过场”，教学的实效性

大打折扣。因此，如何在思政实践课中有效激发大

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成为高校教育工作者的一

个重要研究课题。笔者从学生需求、教师魅力及课

程设计等方面对高校思政实践课中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给予了初步的思考。

一 以学生需求为切入点，在实用中激发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

道德等很多方面，内容博大而精深，若都要在思政

实践课中得以体现并能够巩固提高，这显然是不现

实的。实际上，思政实践课只是学生全面理解、接

受和运用思想道德和政治理论并参与社会实践的

一个开端，它还必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锤炼、巩

固和提高。就像一枚“种子”，破土发芽后，还必须

经受住风霜雨露才能开花结果。思政实践课就是

学生学习、运用思政理论这枚“种子”的过程，怎样

才能让种子顺利破土发芽并开花结果呢？适合种

子发芽的“需要”是其根本要素。马克思曾说“没有

需要，就没有生产”。一般而言，符合人的需要的客

观事物，能引起人们肯定的、积极的情感，容易引起

积极、主动的行为；不符合人的需要的客观事物，会

引起人们否定的、消极的情感，引发出疏远、躲避甚

至拒绝的心理。因此，大学生思政实践课中能够激

发起学习主观能动性的内在动力是其“学习需求”，

特别是能解决大学生实际的基本需求，已经成为学

生主动积极学习思政实践课的原动力。解决了思

政实践课的实用性问题，大学生在满足需求中受到

教育和启发，也必然会使他们在其他问题上举一反

三、以点带面，最终融会贯通。

1.满足学生现实生存的需求。大学生现实生存

的需求实际上是物质的需求，物质需求是人生存和

发展的必要条件。大学生都十分理解现代社会人

的生存取决于个人综合素质的高低，思政课的内容

与当前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紧密相关，绝大部分大

学生内心十分认同思政理论和实践课对提高个人

综合素质的作用，也对其抱有极大的心理期待。但

在实际教学中，有些高校没能够有效贯彻思政课

“三贴近”的教育教学原则，没有充分挖掘思政课对

大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促进因数，特别是对大学生

立足社会的知识需求和就业需求的认识，使思想道

德和政治理论单纯化，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得不到

内心需要的耦合，对思政实践课的期望值大打折

扣，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自然也得不到有效的激发。

2.满足学生发展的需求。大学生发展的需求实

际上是精神层面的需求。人的发展是人最重要的

需求，满足大学生的精神需求必然激发大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思政理论和实践课所涉及的内容不仅

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更关系到大学生未来发展的

需要，大学生通过学习的过程中如果能够认同并把

握未来社会的发展规律，实际上也把握住了自身的

社会发展的需求，必然在大学生内心深处产生强大

的共鸣，激发大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也是理所当

然。

3.满足学生尊重的需求。任何具有独立人格与

个性的人都应享有被尊重的权利, 学习需求要关注

人的人格与权利,这就要求思政实践课教学应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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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个人权利给予合理的尊重, 给予人性化的思考和

关怀。这种尊重的意识, 不仅是向受教育者灌输一

些思想道德知识, 更是注重唤醒人的主体意识, 不

断地激发人的自我觉醒, 只有在人的主体意识的统

摄下, 人对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作用、权利、义务

及自身潜能和力量的自觉认识, 才能自觉地承担做

人的责任，从而培养人的健康心理、丰富人的精神

世界、帮助人不断过滤人格品质中那些保守、依附、

被动及狭隘的消极因素, 其实质就是尊重人, 理解

人, 关怀人, 肯定人的价值, 挖掘人的潜能, 发挥人

的主观能动性。

二 发挥教师“魅力”，在教师主导下激发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
在任何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学生是主体，教

师是主导。据调查研究发现，高校思政实践课中教

师的主导性作用非常明显，学生喜不喜欢思政课和

学习的积极性与教师的差别关系非常大，特别是目

前思政课普遍实行大班制和学生网上选课的情况

下，教师“魅力”强的老师，学生选课人满为患，学生

学习热情高涨，学生收获大，教学效果好。因此，笔

者认为，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还必须在教师身上

下功夫，通过定期培训和交流学习等手段提升教师

的教学能力，充分发挥教师的个人魅力，从而有效

激发学生学习思政实践课的主观能动性。

1.发挥教师的“人格”魅力。笔者认为，思政实

践课教师的“人格”魅力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内

容的“真懂”，对大学生思政实践教学的“真教”。据

调查研究发现，思政课能够做到“三真”的教师，往

往对教学活动充满激情，以对工作自信和热爱的情

感感染、影响、带动学生，使学生认同思政理论和实

践课程，并把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和学生的健康成

长作为崇高的事业来对待。富有“人格”魅力的教

师，往往容易得到学生的尊重，所授的课程也会得

到学生的喜欢，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有效激

发。思政实践课教师的“人格”魅力是长期修养的

结果，它来自于良好的思想品德、渊博的知识和过

硬的业务水平等，是教师良好综合素质的充分体

现。

2.发挥教师良好师生关系的魅力。所谓“亲其

师, 信其道”而“学其理”。良好的师生关系对思政

实践课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和学生学习的主观能

动性的有效激发等起着潜在的重要影响作用, 是贴

近学生并实现思政实践课教学目的的基本前提。

思政课教师有责任处理好高校中最重要也是最基

本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拉近与大学生之间的

心理距离，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锻炼和培养起到良

好的示范作用。和谐而亲密的师生关系促使学生

努力把教师提出的希望和要求变成学习的动力，从

而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思政理论和实践课的主观

能动性。当然，这种师生关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

上,对学生以爱为前提, 表现出民主、尊重、交流、细

节等方面的相互信任、情感融洽、和谐与亲密的师

生关系。

3.发挥教师的语言魅力。思政课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门诉诸于语言艺术的课程。尽管思政实践课

更注重学生的亲身参与，但在教学实践的组织过程

中，教师的语言组织艺术和幽默的表达对学生学习

兴趣的吸引所起的作用仍不容忽视。前苏联教育

家马卡连柯也说过, 同样的教育方法, 因为语言沟

通形式不同, 所产生的效果, 就可能相差20倍。在

思政实践课中，教师高超的语言组织艺术和幽默的

表达方式能立即引起全体学生的注意，让学生在笑

声中引起深思，在笑声中远离疲惫，在欢乐中走向

和谐，即时激发出学生学习参与思政实践课的兴趣

和热情。当然，思政实践课教师的语言艺术绝不是

哗众取宠的无厘头式幽默，而是以服务实践教学为

前提，以态度中肯、时机恰当和内容高雅为基本要

素，以不断激发学生主动参与为根本目的。

三 精心设计课程，在启发教学中激发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
思政实践课教学目的最终必须依靠具体的教

学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才能得以实现。90后大学

生的思想和性格特点决定了他们不会轻易或先入

为主地去喜欢或不喜欢某件事物，特别是对大学教

学活动的态度更决定于课程本身的精彩程度。因

此，思政实践课必须在先进的现代教学理念指导

下，把握思政实践教学的内在规律，充分结合当代

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学校所在地的现实条件，精心

设计课程，并运用先进的教学模式、良好的教学方

法、鲜活的教学内容及新颖的教学形式开展教学活

动，有效激发大学生学习思政实践课的主观能动

性。

1. 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启发式教学，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的能力。学生在进行思政实践课之前，都

学习并具备了一定的思政理论知识，实践课的目的

就是让学生在亲身参与的情况下，运用“实践-认

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基本规律，理论联系实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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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思政实践课的感性实践教学活动，逐步把思政理

论内化为大学生的内心认识。因此，思政实践课应

采取启发式的教育模式，课前教师精心准备实践的

内容和学生需要思考的问题，课中在教师的启发和

引导下，通过观摩、参与、对话、研讨和交流等学习

方式，课后教师给予精彩的评价和学生进行认真反

思、总结，让大学生在感悟中逐步提高分析问题的

能力，使学生在把握规律和深化理论的过程中充分

体验学习思政实践课的成就感，从而大大激发学生

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2.立足学生实际，用鲜活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思政实践课的灵魂是思想道德和政

治理论教育两大板块，教学的理论内容是思政课的

四大主干课程，思政实践课教学活动的设计和安排

都必须围绕教育灵魂和教学内容而展开。但由于

受到课时和实践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实现面面俱

到。因此，思政实践课应不拘泥于教材，而是立足

于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充分利用学生身边事物

和学校周边社会条件。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的实践教学可结合经典的传媒影视资料和典型

案例来展开，《中国近代史纲要》可以与校史馆、地

方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相挂钩，《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可以同国情资料、当

地工农业和社会发展情况充分结合起来等等，让

学生在身边现实生活的直观体验中得到感悟和提

高。

3.采用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提高思政实践课的

教学效果。多形式、立体化的教学形式，有利于学

生的亲身参与，也容易受到大学生的喜欢，对激发

大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起到良好的促进作

用。如经典教育题材的教学可充分结合电子网络

技术，采用多媒体教学的形式；基本理论的实践教

学可采取集体辩论赛的形式，让真理越辩越明；大

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实践教学可让学生在团体活

动或游戏的欢乐中深思；革命历史题材的实践教学

可让学生把参观活动与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结合

起来，在受教育的同时提升自己；经济社会问题可

让学生走出校园，深入社会生活实际进行考察调

研，让大学生融入社会等等。

总之，高校思政实践课的教学过程既是认知的

过程，也是大学生情感交流的过程，这种双重性决

定了有效激发大学生学习参与思政实践课的主观

能动性，是解决当前高校思政实践课教学困境的重

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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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factor of solving the Teaching predicam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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