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论坛 
第 7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02 

Modern Education Forum 

基于 OBE 理念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 

——实践教学的设计与思考 

 

王敏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10.12238/mef.v7i7.8694 

 

[摘  要] OBE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以产出为导向的现代教育理念。原理课实践教学整体存在教学

效果不佳的情况,实践教学环节未发挥应有的辅助作用。OBE理念融入原理课实践教学,将有利于突出学

生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知识摄取的需求、提升实践教学设计和计划的目

的性和针对性。因此,要在理论联系实际、虚实一体的原则指导下进行实践教学环节设计,以产出为导向

明晰教学目标,以探究性为原则优化教学内容,以情境感染为原则选取教学方法,以素质提升为原则考量

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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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thinking of prac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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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E concept is a student-centered and output-oriented modern education concept. The 

overall teaching effect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principle course is not good, and the practical teaching link 

does not play its due auxiliary role. The integration of OBE concept into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principle 

course will help to highlight the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status of students, meet the students' growing needs 

for diversified knowledge intake, and improve the purpose and pertinences of practical teaching design and 

plann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sign practical teaching link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integrating reality and reality, teaching objectives should be clarified 

oriented by output, teaching content should be optimized on the principle of inquiry,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selected on the principle of situational infection, and teaching eff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by the principle of 

quality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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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简称OBE理念,

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以产出为导向的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从学生

的学习目标和实际需求出发,在课程设计、教学活动和评价体系

等各环节全面渗透学生为中心的思想,以提升教师的教学效果

和学生的学习效果,实现教学目标和学习目标的高效衔接。《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下简称原理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中理论性、学理性最强的课程,因其相对其他思政课的基础地位,

在高校思政课教学工作中是较受重视的一门课,但因多种因素,

却又是教学效果相对不佳的一门课。因此,为提升课程教学效果,

实现原理课应有的价值追求,需要进一步“改变配方、提升工艺、

重新包装”[1],让原理课真正成为启迪智慧的重要渠道。 

1 OBE理念对原理课实践教学的指导意义 

1.1 OBE理念概述 

OBE理念与以往的教育理念最大区别在于,将“学生能够获

得什么”当作教学工作开展的出发点与核心精神,着重强调学生

主体性的发挥,旨在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在知识习得的

目标之外,实现综合素质的提升。因此,在制定教学目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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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完善评价方式中,要将“学生为中心”

的思想渗透到各个环节,围绕四个维度的问题分而破之,即我们

希望学生达到何种学习成果？为何要达到这种效果？如何帮助

学生达到这种效果？如何判断学生达到了这种效果[2]。 

1.2原理课实践教学现状 

固然,在理论层面,原理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重要课程,且能为其他思政课的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其作用

不言而喻。但在现实层面,思政课整体存在教学效果不佳的情

况,其中原理课尤为突出,教师难教、学生不学的艰难局面在

原理课课堂尤为常见。分析其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课程本身

理论性最强,最为抽象,且与现实生活的联接程度最弱,导致

学生学习兴趣不浓、注意力不持续。而从深层次分析,还是教

师能力水平不高、课程设计不合理、理论联系实际的力度不

够等问题。 

首先,教师没有科学且针对性较强的教学理念,未对课程

的价值目标做准确分析,未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大多流于形式

和表面,不能将教材体系转换为教学体系,将教材内容转化为

教学内容,将现实与理论真正联系起来。其次,教师在课程设

计层面用心用情程度不够,未精心做课程设计,3学分的课程

教学虽不足以窥探马克思主义全貌,但足够帮助大学生了解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其教育意义是易达到

的。但现实情况是,教师普遍对教材的理解程度、转化程度不

够,从教材到教材、从理论到理论,无设计而言,重难点不突出,

重课堂轻实践,重灌输轻参与,特别是实践教学比重较低,作

用未充分发挥。最后,导致课程悬在空中,理论与现实相脱节,

学生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对理论的印证,无法体会马克思主

义的时代性与现实指导意义,未达到理论指导实践,帮助学生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终极目标。单就实践教学的开展情况看,

也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实践教学虽已普遍开展,但独特性、针对性不足。因

实践总学时的要求,有的学校单独开设了实践课,绝大多数学校

将实践学时分散到各思政课程中。但因课程之间的共性联系,

原理课的实践教学虽已普遍开展,但与其他思政课的实践教学

形式和内容差异性不大,未体现出课程的独特性,如社会调查、

经典诵读、大学生讲思政课、辩论赛、模拟情景剧等,其他思政

课的实践教学也大多采用这类形式,甚至比原理课更适配,因此

需要发掘真正适合原理课的实践教学形式和内容。 

第二,尝试多种实践类型,但流于形式,深度广度不够。思政

课的实践教学大多在课堂内进行,通过课堂外、校园外等社会大

课堂进行实践教学的比重少之又少。经典诵读、大学生讲思政

课、辩论赛等活动均可在课堂上完成,且选题呈现低龄化、形式

化等问题,真正触及基本原理应用的主题内容较少,对学生综合

能力的提升助益不大。另外,虽有学校通过各种渠道探索校外实

践形式,但因为经费、安全等原因,覆盖面较低,多为按比例抽取

一定数量的学生参加课外实践,从结果上来说,直接经验和间接

经验的获得感相差极大。 

第三,学时和经费有投入,但倾斜不足。在各类调研及日常

交流中得知绝大多数高校都设置了一定学时的实践学时,从

3-16学时不等,但在课程总学时中占比仍相对较低,因学时不足

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教师多选择操作难度低、耗时不长、短期

能出结果的实践任务,教师和学生均存在应付心理。另外,广泛

组织学生参加校外实践的难度较大,主要的障碍就是经费和安

全问题,实践教学经费按标准到账无法保证,大额经费的审批和

报账难度较大,出于安全考虑带来的经济成本较高,因此实践教

学经费的使用率很低。 

1.3 OBE理念融入原理课实践教学环节的必要性 

第一,有利于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虽然强调受教

育者的主体地位是教育学中的一条通用法则,但在实际教学过

程中,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则更为突显,从教师在课堂上讲课的时

长和互动的频次即可看出,思政课大多仍是传统课堂,原理课因

其较高的学理性则更甚。虽有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尝试用翻转课

堂的方式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但大多为表面的、简易的、单向的

翻转,而非有深度、有挑战性、有启发性的翻转,因此在与学生

的日常沟通中,学生对翻转课堂的反感程度极其强烈,可见翻

转课堂没有真正用好,所谓的主体性也未真正激发,而实践教

学环节是能够发挥学生主体性的极佳环节,不论是调研、走访、

表演、辩论、论证等何种形式,都将真正提高学生的实际参与度

和获得感。 

第二,有利于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知识摄取的需求。

虽然间接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来源,但对于

对现实社会和世界有强烈认识需求的大学生来说,仍是形而上

的、虚无的。在了解学生对课外实践活动的兴趣时发现,哪怕即

使是参观校园、校园清洁这类不需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活动

学生也是兴致盎然。因此,教师要认识到,学生对于知识的渴望

已不局限于课堂和书本,还有广大的社会大课堂及其带来的超

越已有认知的新鲜感和挑战感,这正与OBE理念所追求的核心理

念不谋而合。 

第三,有利于提升实践教学设计和计划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任何课程所传递的知识或技能如不被学生接收,那么这样的

教育或教学是失败的,也是无意义的。因此,所有的课程都需

要追求自己的教学目标,并有效实现它。这也就是OBE理念所

强调的产出导向,OBE模式下,教学目标清晰且明确,评价标准

真实且具有针对性,实践教学需要达到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

提升这一目标将被突显出来,这样的课程很难达不到预期的

教学效果。 

2 OBE理念下原理课实践教学设计的原则 

对于原理课来说,理论联系实际、虚实一体应是实践教学设

计遵循的不二法则。“虚”指课堂教学中抽象理论知识的讲授,

特别是哲学观点、共产主义理想等这类不易具象的知识,需要教

师通过课堂这一主渠道来灌输和传递。“实”指课堂理论教学之

外开展的实实在在的各类实践活动,借以论证理论对现实世界

的指导意义,将教材上的语言“活”起来、“动”起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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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作为集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各类标签为一身的

典型地区,其在民族工作、边疆治理工作、脱贫攻坚工作中积累

了大量经验,这是体现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的非常优质的身边案例,完全能够通过精心设计将其

融入实践教学,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多样性

等知识点串联起来,将教材内容、理论知识转化为身边的现实故

事,从而升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认同。 

3 基于OBE理念的原理课实践教学设计 

3.1以产出为导向明晰原理课实践教学目标 

简单说,原理课的教学目标从宏观层面说就是帮助学生坚

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从微观层面说,就是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现

实世界的指导意义,增强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

果的认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初级

阶段,帮助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于个人的小世界有解释意义,如顺

境逆境、个人成长发展等普通人会遇到的现实情境。第二阶段

即中级阶段,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的

发展历程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中国社会路在何方的指

导意义。第三阶段即高级阶段,引导学生领会马克思主义对整个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露特别是当代世界出现的新问题的批判

思考,以及为未来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预测意义。因此,实践教

学内容的选取、实践方法的选择、评价方式的设定都要直接指

向这些目标,直奔主题。 

3.2以探究性为原则优化实践教学内容 

好的教学内容应兼具学理性与知识性、思想性与政治性、

时代性与前沿性、共性与个性,原理课的学理性、知识性、思想

性无疑是非常强的,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买家秀”和“卖

家秀”之间的差异,即从输出角度讲,教师认为自己已经将理论

知识讲得非常完整且透彻,但从输入角度看,学生的接收程度是

比较低的,认同程度就更微乎其微。究其原因,可能存在教师端

和学生端之间的认知差异,也就是对学情把握不准确。00后、05

后学生的学习态度、生活态度已呈现新兴一代的普遍特征,即关

注自己、关注现实,侧重实用、侧重喜好,虽然课程评价时认为

有的教师讲课水平高质量好,但觉得这种好跟自己没有关系。因

此在初心不变的前提下,想激发这一代学生的兴趣必须要改变

方法,从学生个性特点出发,选取真实、有意义的实践教学内容,

回应学生关切。如在讲解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问题时,进行国别

对比研究、现状研究。具体来说,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

国家普通人民的生活现状,如何引导学生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

多样性和曲折性？面对社会上仍有许多年轻人奋力挤进“大

厂”,许多国人目标是出国等现象,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资

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也就是将理论知识与现实

问题充分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消除疑虑,引导其统一到核心价值

观上来。 

3.3以情境感染为原则选取实践教学方法 

OBE理念下设计实践教学方法最为重要的原则就是巧设情

境,创设直奔教学目标的真实情境,只有在真实情境中才能将理

论知识活学活用[3]。这与翻转课堂的目标异曲同工,但真实的课

堂中,学生对翻转课堂非常排斥,因此调整实践教学方法非常必

要。因原理课实践教学的学时总体占比不多,因此结合原理课三

大主体内容分别选取最适宜的实践教学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板块,因哲学的思辨魅力超越其他任何

学科,因此可以选取辩论赛、成果展示等形式。其中辩论赛是最

能体现哲学的批判性、思辨性、学理性、多维度性的一种方法,

因此要在结合当代学生的兴趣点和关注点基础上设置辩题,课

程内辩题的选择要体现时代性、现实性,一切围绕学生能接收多

少、参与多少展开,可参考网络平台上关注度较高的辩论赛节目,

如知识是主观还是客观？我不合群,我要改吗？人类要不要发

明时光机？这类辩题题面新颖,容易引发学生兴趣,均可使用哲

学观点去破题和分解。成果展示是将学生对社会上某一现象进

行深入分析后,从哲学观点进行验证和分析,并进行展示的形式,

具体来说可以是课堂讲解、讲故事赛,亦可以是微电影、短视频

等,比如结合“董宇辉现象”“国风热现象”“短剧热现象”等分

析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爽文女主霸屏”现象分析社会

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等。综上,不论辩论赛还是成果

展示,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吸引学生兴趣,引发学生思考,二是

引导学生在哲学维度下思考,用哲学观点论证,这既符合原理课

的价值追求,也符合现实追求。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板块,可以选择模拟课的方式开

展实践教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的特征是政治学和经

济学的融合,用经济现象去说明政治问题,因此不是单纯的经济

学课。为引导学生从政治学角度思考经济学问题,需要为其创设

一个需要多角度思考问题的真实情境,如模拟联合国、模拟提案

等,引导学生能够站在国家、政府、社会、企业、市场、民众等

多角度进行决策,如中美贸易摩擦中中美两国的态度如何,应采

取合作应对措施？企业员工提薪,提多少怎么提？既算经济账,

也得算政治账,理解每一个决策的背景和目的。 

在科学社会主义板块,可选择参观考察、社会调查等方式

开展实践教学。科学社会主义虽在教材中占比相对不高,但确

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归宿,如在现实社会中得不到验证,那

么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生命力就无从谈起,因此参观考察和社

会调查是最契合反映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现状特别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情况的方式之一。学生可进行社会主义国

家间的国别研究,也可进行东西方代表国家道路或现状的对比

研究,也可选取国内、省内或者身边典型地区、典型案例进行专

项研究,特别是云南作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有大

量的基层案例可供研究,这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身边案例。 

3.4以素质提升为原则考量实践教学效果 

OBE理念的核心要义是成果或产出,而思政课的产出是思想

政治素质的提高,而非知识点的熟记,强调更多的是质而非量,

从技术操作层面讲也不易量化。因此,实践教学评价应将质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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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结合起来,并侧重对质的监控。实践教学的目标是否达到应

该重点关注学生参与实践教学前后的认知程度对比。开展实践

教学前,教师应结合实践教学主题和内容进行事前摸底,考量

学生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情况,对于与设定目标有明显差异的

环节着重设计,将学生引导到对核心问题的关注上。实践教学

开展后,学生对这一主题的认识有无深化,有无得出全新的感

性认识或理性认识。同时,教师仍需要对实践教学的开展进行

量化考量,如在活动结束后要求学生对活动本身的开展情况

进行评价,了解学生的参与意愿和实际感受,为完善实践方法

提供直接参考。 

4 结语 

总之,提升教学效果关键在教师,在于教师的职业素质和职

业能力,在于教师对课程设计的精心程度,在于理论指导实践的

能力。因此,要从OBE理念出发,准确把握原理课的教学目标,紧

紧围绕教学目标设计、开展针对性强、确有助益的实践教学,

与理论知识的讲授形成一个完整闭环,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

深度结合,体现理论的科学意义和现实魅力,从而提升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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