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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是为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的主要渠道,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学校思政教育工作,

并且为了全面贯彻学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提升学生思政内容的获得感,新形势下学校思政课程教

学需要采取一系列策略,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培养学生的思想素质和综合能力。基于此,本文对提升

课程思政教学质量进行了研究,通过优化教学环境、改变教学方式、集合多学科渗透思政教学,以期为学

校思政教师教学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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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main channel to establish the correct " three views " 

consciousness for students.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in 

schools, and in order to fully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conference in school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tudents ' sense of acquisi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chools needs to adopt a series of strategie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 ideological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s 

carried out. By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chang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integrating 

multidisciplinary infil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i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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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生是社会重要的人才资源,是国家前进与发展的希望。为

了提升学生的思政素养,塑造他们的正确三观,学校教师应不断

优化思政教育。在新形势下,学生课程思政教学需要发挥创新作

用,制定科学的教学策略,将理论学习与思想政治相结合,深入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培养高素质

人才。 

1 优化教学环境 

在优化教学环境方面,主要应从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建立互

动式教学模式,增加实践环节,强化教师的专业能力培养,建立

良好的学风和教风进行完善。具体而言,学校应注重思政教育的

资源建设,包括教材、课件、教学设备等方面。确保教材内容全

面准确、课件设计生动有趣,同时提供先进的教学设备,以提升

教学效果。传统的思政课往往呈现单向传授的教学模式,学生在

被动接受知识的同时容易产生学习兴趣和动力不足。因此,可以

探索引入互动式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参与讨论、分享自己的观点

和经验,激发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思政教育应注重将学

生的思考与实践结合起来,开展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

能力。例如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志愿者服务等活动,帮助学

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并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

意识。学校应加强对思政教师的培训和学术研讨,提高教师的教

学水平和素质。这包括提供教学方法培训、教学案例分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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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评估等方面的支持和指导,帮助教师更好地组织教学活动,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学校应加强学风和教风建设,强调学生的自

觉学习和教师的尊重学生、关心学生的态度。这需要学校提供

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同时教

师要以身作则,注重与学生的良好互动,建立师生之间的信任和

沟通。 

建立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首

先,强化教育监管。目前,许多学校在实施思政课程时过分强调

分数,这与素质教育的宗旨背道而驰。因此,以人才培养为中心

的教育体系应更加注重学生的思考和实践能力,明确教师的教

学职责,并由家长、媒体和政府机构共同构成监督体系,对学校

的思政课程进行监督,并及时提供反馈,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方

法。其次,提升教师激励机制。通过多样化的激励措施鼓励教师

投身于思政教育,学校应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教师的教学

热情,使教师在思政课程中更好地贯彻人才培养理念,实现在人

才培养教育模式下对教师角色的准确定位,从而更有效地为学

生提供教学支持。 

强调实践教学：将思政课程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引导学生通

过实践活动来理解和应用思政知识。例如,组织社会实践、参与

社区服务等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社会问题和挑战,培养他们的

责任感和社会意识。 

引入多元教学资源：利用多种教学资源,如网络教育平台、

在线课程、实践案例等,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通过多元化的教

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培养创新思维：鼓励学生在思政课程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

想法,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过讨论、辩论、

写作等方式,激发学生的思考和思辨能力,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

和判断能力。 

强化实用性教学：思政课程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实用能力,

使他们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和工作中。例如,引导学

生学习法律知识,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教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

范,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如社

会调研、志愿服务等,帮助他们了解社会问题和挑战,培养他们

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运用新技术手段：利用新技术手段,如虚拟现实、人工智能

等,创新思政课程的教学方式和内容,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参

与度。 

2 转变教师教学方式,建设学习共同体 

2.1构建互动课堂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教师可以通过增强与学生的互

动来实现。一方面,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

与,通过师生之间的互动来提高教学的有效性。与传统教学方式

不同,互动式教学强调民主、平等和激励的原则,教师可以科学

地安排讨论环节,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政治课堂环境,鼓励

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思考和创新。另一方面,提高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互动式课堂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探究精神和合

作能力。教师需要首先展现出积极性,以自己的热情激发学生的

兴趣,了解学生的喜好和想法,然后在此基础上扩展教学内容。例

如,教师可以从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网络文学入手,先激发学生的

参与热情,再引导学生探讨网络文学中的思想政治元素,将思想

政治教育从高高在上的“知识殿堂”带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从而

提高教学效果。 

2.2运用实践教学法引导学生走进社会 

学校的思想政治课程对于学生思想观念的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影响,能够有效地塑造学生在政治领域中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实践中,不仅要提高学生的理论

素养,还应结合实际开展实践活动,以避免学生学习脱离实际,

防止出现“空谈理论”的现象。为了提高学校的思想政治教

学质量,建议教师采用多样化的方法和措施,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实践活动。首先,教师需要认识到思想政治实践教学的重要

性,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将所学的理

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实际上,实践性的课堂活动能使抽

象、难懂的思想政治理论更加贴近生活,使学生更容易接受。如

果教师在课堂上增加更多实践性的案例,将使理论课程变得

更加生动。其次,教师应重视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和普遍性,我

们每天都在生活中实践各种事务。教师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

储备和实际活动,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并通过补充

和总结构建新的理论。 

3 集合多学科渗透教学 

通过集合多学科渗透,可以丰富思政教学内容,提供多维度

的视角,增强学生对思政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整合学科知识

可将不同学科的知识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实现跨学科的渗透。例

如,在政治课程中,可以引入法律、经济、历史、社会学等学科

的观点和理论,深化学生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理解。设计跨专业

任务可以设计一些跨专业的任务或项目,要求学生以思政的角

度进行分析和解决问题。例如,可以组织跨专业的团队进行社会

实践或研究课题,让学生从不同学科角度合作,提供综合性的解

决方案。鼓励思辨和批判思维引导学生通过对不同学科的思考

和分析,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发表观点,

并进行互动讨论,激发学生的思辨思维和创新意识。引入案例分

析,运用跨学科的案例分析,有助于学生将抽象的思政理论联系

到具体的实践情境中。通过分析真实案例,学生可以理解不同学

科的观点和方法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培养综合性思考能力。教

师团队协作：建立跨学科的思政教师团队,加强师资力量的交流

和合作。教师之间可以分享各自的学科知识和教学经验,共同设

计和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通过集合多学科渗透,能够综合利用

不同学科的资源,为思政教学提供更丰富和多样化的内容,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能力,促进全面发展。 

明确思想政治教学的核心目标,并确定需要引入的相关学

科内容和概念。提供多维度视角,思想政治教育关乎社会、政治、

经济等多个领域,通过多学科的渗透可以提供不同学科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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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方法,使学生能够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和思考问题。丰富教

学内容,多学科渗透可以丰富思想政治教学的内容,将学科知识

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和学科视野,提供了更

多的学习资源。增强学生的综合素养,通过多学科渗透,学生可

以获得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培养综合素养,如综合分析能

力、跨学科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使他们具备更全面和

综合的能力。增强学科之间的联系和应用,多学科渗透使学生能

够更好地理解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和应用。他们可以学会将不

同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相互交融,从而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和应

对社会挑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学科渗透可以使思想政治

教育更加生动有趣,吸引学生的兴趣。通过引入不同学科的案

例、实践和活动,可以让学生更加主动、积极参与学习,提高他

们的学习动力和热情。 

4 结束语 

在当前新形势下,国家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不

断提升,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上,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被赋予

了重要的地位,强调了其核心价值。基于此,通过构建优质的教

学环境、优化教师的教学方法,并整合其他学科资源以融入思想

政治教育,为学校有效推进思想政治教学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这

不仅激发了学生的深入学习热情,而且为社会培养了全面发展

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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