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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如何充分发挥其主渠道作用，形成教书育人长效

机制，是高校思政课教师需要持续思考的课题。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在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讲述中国故事，激活思政课的内在生命力，是本文阐述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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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s the key course to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main channel role and form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is a subject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in college need to keep thinking about.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paper is to combine the "smal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 with the "large social class", tell Chinese stories in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activate the inner vit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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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是高等学校各项工作

的生命线，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其中的关

键环节。要用中国故事讲好这门“最难

讲的课”，离不开巧妙的课程设计、丰富

的课程资源、富有感染力的讲述方式、

学生的充分参与等。概括起来，本文认

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重点思考。 

1 讲什么故事 

讲什么故事，即故事素材的选取，

这是基石。兼具思想性和理论性，同时

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故事，更易于引

发学生的深入思考，激发学生的情感共

鸣，让学生可以发自内心地去接受故事

本身所承载的内涵。 

研究教材：结合不同课程的不同教

学专题，挖掘、选取相关理论教学内容

可能涉及的历史事件、典型人物、模范

事迹、发展成就等，在此基础上整理形

成覆盖课程的“中国故事资源库”。 

回应学生：在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中，

了解学生普遍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

并进行系统梳理，将其充实更新到“中

国故事资源库”中，使教学更有针对性。 

辨析热点：当前，互联网等新兴媒

体舆论环境复杂，各类信息纷繁杂乱，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大学生科学价值

观的形成与确立。对此，思政课需承担

起“矫正”的责任，用课堂上教授的理

论知识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热点事件，传

播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谁来讲故事 

谁来讲故事，即讲故事的主体，这是

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主

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思政课教学离不开

教师的主导，同时要加强对学生认知规律

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指明了思

政课改革创新的战略方向和发力重点。 

教师是主导：课堂是传授知识的主渠

道，思政课课堂更需要坚守意识形态主阵

地。这其中，教师的教学设计和对课堂的

整体性把控至关重要。为此，思政课教师

需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丰富的业务知识、

高超的育人水平，并努力按照“政治要强、

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

严、人格要正”的标准不断提高和完善自

我。因此，思政课教师需要加强学习，强

化创新意识，努力把社会生活中的感人事

迹、国家发展的伟大成就、平凡人物的暖

心瞬间等鲜活的故事嵌入课堂教学，摒弃

单纯讲理论或照本宣科的授课模式。 

例如，在讲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第三讲中的“人生价值的评价

方法”问题时，如果仅从课本内容出发，

会显得抽象、空泛。实践中，笔者首先

请学生观摩短视频《昨天 总书记这个暖

心举动刷屏了》，之后拓展讲述“中国核

潜艇之父”黄旭华、“七一勋章”获得者

黄大发两位老人的故事。故事讲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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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渗透三方面内容：每个人能力有大

有小，关键看我们是否在自己的岗位上尽

职尽责；两位老人在为科技强国做出巨大

贡献或是造福一方百姓的同时，他们奉献

社会的精神更具感召力；完善自身与贡献

社会二者的一致性。至此，看似抽象的

理论内容通过故事得以生动呈现。 

学生是主体：思政课虽然具有强烈

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但“教”不是教

师的单向传递，“学”也不是学生的简单

接收。事实上，思政课的教学效果更应

体现为学生发自内心的情感认同。因此，

需要有效激发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在

主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触动，提高思考

能力。课程教学过程中，笔者注重结合

“翻转课堂”的形式，运用信息化手段，

在课前师生互动中，给予学生更多独立

思考的机会，并注意关注学生反映出的

问题与困惑，在课中教学时给予及时、

有针对性的解答与引领。激发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还需要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

结合学生的思想状态和认知特点，设计

启发式教学项目，引导学生主动思考，

推动学生从“我来听”到“我要讲”的

转变，进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 

例如，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学

院以“百年芳华 青春向党”为主题，开

展了多种形式的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

动。其中“庆建党百年 做时代新人”主

题演讲，是在全体学生中征集演讲作品，

由思政课教师选出优秀学生代表，进行

全院范围的党史主题宣讲活动。学生的

演讲内容涉及国家政策、家乡变化、科

技发展成就、典型人物事迹等多方面，

教师全程就学生的演讲素材和PPT制作

进行辅导，确保了活动效果。 

校外是延伸：可以创造条件邀请英

雄人物、先进典型走进课堂，讲述他们

自己的故事，从而增强课堂教学的感染

力和实效性。 

3 怎么讲故事 

怎么讲故事，即讲故事的方法，这

是核心。只有把故事讲好，让故事有育

人效果，故事讲得才有意义。为此，需

要在统筹设计、课程安排、教学方法等

多方面进行深入思考。 

统筹设计：以教研室为单位，组织教

师针对授课计划编写中国故事素材和专

题教案；教学设计层面，需将中国故事体

现在相应教案之中；教研室定期组织专题

教研活动，研讨教学方法，探究授课中的

问题；制定覆盖全体教师的公开课制度，

每学期互相听课至少一次，听课后教研室

进行评课，促进教师间交流，精心打磨每

一次思政课；组织教师精选素材，录制微

课，供学生课前预习或课后拓展。 

课程安排：笔者所在高职院校按要

求需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两门课程。目前，以教育

部印发的专题教学指南为依据，结合近

年来学院专题教学改革成果和高职学生

学习特点，以统编教材为基础，将教材

核心内容和教学要点提炼整合为若干专

题，并在不同模块设置相应主题的课堂

活动，努力将理论讲透，同时通过互动

式教学，增强学生的获得感。 

教学方法：这是学习内容与学生之间

的桥梁，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有助于营造良

好的课堂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以保证教学实效性。引导学生理性、

科学看待并分析热点。面对网络环境下成

长起来的青年大学生，将课程与网络结

合，是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学形式。教师设

置“十分钟热点”环节，与学生一起从抖

音、微博、B站、朋友圈等网络平台了解

热点，所搜集的热点话题应尽量与已经学

习过或即将学习的专题内容相关。这样，

在分析热点的同时，可以起到复习旧课或

导入新课的效果。通过讲故事总结、提炼

理论，不仅可以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同时

可以拉近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 

立足学院特色，推动思政课教学与

学生专业贯通。作为高等职业院校，我

院行业特色明显，在密切校企合作的工

作机制下，以选树“道德标兵”“我与冀

北工匠面对面”、邀请“感动冀北十大年

度人物”或“最美国网人”进校园巡讲

等多种活动形式，通过讲述电力人的故

事，促进企业员工、思政课教师和在校

学生的相互学习、交流互动、共同成长。 

带领学生在体验中学习。笔者所在

学院地处保定，红色教学资源丰富，依

托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狼牙山、冉庄

地道战等，可打造行走的思政课，使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活起来”。此外，为更

好帮助学生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留学法国期间的意气风发和艰苦奋斗

的精神，思政教研室组织学生成立宣讲

小分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主学习、

实地宣讲，帮助学生带着课本上讲到的理

论知识，走出校门，现场感受，有助于培

养学生能吃苦的精神、有担当的情怀。 

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推广在线教

学。作为课堂的延伸，目前线上教学主

要利用职教云平台和微信公众号进行，

引导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在

线学习。在职教云平台，由教师推送与

专题教学相关的学习内容，用于课前预

习或课后拓展；微信公众号则是学生社

团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负责日

常运维，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与提升。 

4 结语 

当前，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应

关心并及时回应青年大学生成长过程中

的需求、期待与困惑。因此，思政课需

要在教学内容、教学资源、呈现方式、

语言风格等多方面进行创新。将“思政

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讲好

“中国故事”，让思政课更有“味道”，

不断增强课程感召力，引领学生健康成

长，这也是一名思政课教师应该坚守的

初心与践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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