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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全国教育大会等多个重要会议

相继召开,会上多次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而《形势与政策》作为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的

关键课程之一,在教与学过程中如何提升学生到课率、抬头率,让《形势与政策》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

身受益、毕生难忘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一门学问。 

[关键词] 《形势与政策》；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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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教育部统一要求,要在大学

生中开设《形势与政策》必修课,历时两

年,共计2学分。2018年教育部下发《关

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

设的若干意见》(教社科〔2018〕1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

教育大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等相继召开,会议立足于培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到前所未有的重

要高度。而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

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以及《形势与政

策》课程在内的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而《形势与政策》

课又不同于其他的思政课,在教与学过

程中具有自身特点。 

1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与学

特点分析 

《形势与政策》是“理论武装时效

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

都很强的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是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

势,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的核心

课程,是第一时间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

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引导大学

生准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的重要渠道”。 

对于教来讲,首先是内容包含的范

围比较广,包含国家的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其次

是随着形势与政策的变化,每学期开设

的课程也随着发生变化,课件须及时更

新,课程常讲常新；再次对教师的要求

比其他课程更高,教师要具有丰富的学

识,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力,课堂讲

授不能随意发挥。比如2019年的授课内

容“走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理性看

待和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等；2020年“确

保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大变局中的

中国与世界”等,既讲政治又讲经济、

法律,既讲国际环境也讲国内环境,每

学期的授课内容须与时俱进,这对教来

讲,具有极大的难度,特别是教好来说,

更是难上加难。 

对于学来讲,《形势与政策》课程涉

及到国家的政策方针、法律条款等,相对

于其他专业课程来讲是枯燥的,而95后、

00后学生本身就是“阿尔法”一代,追求

自由,崇尚个性,喜欢用手机、平板刷微

博、微信、抖音、哔哩哔哩等媒介平台,

喜欢高校青年亚文化,喜欢通过音频、视

频等画面感强的事物,对于自己兴趣所

在、发展所需的事物有强烈的欲望,比如

专业课程、社团活动等。但对青年大学

生来讲《形势与政策》课程又是非常重

要的,可以说它是学生的良师益友,能帮

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能帮助他们审时度势,开阔视野,

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伐；能提高他

们分析认识形势、理解执行政策的能力

和素质。 

2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与学

现状与问题 

根据各高校调研数据显示：《形势与

政策》课程的到课率、抬头率低于其他

专业课程,上课玩手机率明显较高,学生

的课堂表现、互动也比不上专业课程。

一方面是学校在选择担任《形势与政策》

课程老师的时候要求不高,任课老师大

多都是非思政专业出生的辅导员或者是

学校的党团书记、行政人员,这就导致了

教师在理论知识上的匮乏,没法把该课

程讲透彻,讲明白,更没办法讲生动。同

时,有的老师,上课照搬照念,照本宣科,

缺乏个人魅力,没有感染力；有的老师责

任心不强,在上课的时候对于学生的不

良状态不作提醒,如坐后排的、玩手机

的、聊天的。另一方面,学生只对自己有

实用的专业课程感兴趣,上课玩手机、下

课走人。有的学生“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并没有将所学知识与实际联系起来,没

有把所学知识内化来提升自己的综合素

养。长此以往,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

程便失去更多的兴趣,造成不好好学的

现象,日益严重。 



教育研究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6 

Education Research 

3 《形势与政策》课程发展路径 

面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教与学现

状,如何解决当前《形势与政策》课程

教与学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教育部颁发

的相关文件的指导和规定,“坚持在改

进中加强”,积极对该课程进行建设和

教学改革。 

3.1加强课程建设与管理 

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程教研室建

设和管理,规范教学路径,根据教育部每

学期印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

学要点》,并结合自身所属地区和学校的

实际,统一编写课程教学辅助资料(教

材、教案、课件),确定教学专题、明确

教学重点,迅速实现“教学要点”向教材

体系的转化、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

化,然后组织好专兼职老师做好集体备

课。加大《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投

入,推动该课程的建设,打造精品课程,

建立金课,样板课程。 

3.2创新教学方法 

创新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手段,结合

专业特色和学生实际来开展《形势与政

策》课程教学。从传统的PPT教学和讲解

到学生发自内心喜欢的网络平台中去；

从传统的论文形式到给学生布置感兴趣

的作业中去,比如“一封家书”“说说家

乡的变化”等；从传统的课堂上讲授到

翻转课堂中去；又或者是办专题讲座、

外出参观等形式开展该课程教学；扩大

《形势与政策》课程授课路径,把传统的

课堂搬到日常的校园文化生活中去,比

如在“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辅导员

可以通过主题班会、开展我爱我的家乡

之大变化演讲、开展大家来找不同小游

戏等来体现中国共产党近几年在脱贫攻

坚中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成就。让《形

势与政策》课程更加的具体、生动、形

象,学生真心喜爱,主动参与。 

3.3提升师资力量 

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师资配

备,从之前的行政人员、党团书记上课逐

步过渡到思政课专职老师,加大专职教

师的配比力度,形成一批骨干教师；加大

师资力量的培训力度,提升教师教学能

力,打造教师人格魅力,从着装打扮,到

语言艺术,让该课程更加生动,有魅力。 

3.4加强课堂管理力度 

对于《形势与政策》课程要求要与

专业课要求一样,从座位开始,杜绝跟老

师间有“长河”；创新点名方式,如使用

手机打卡软件,雨课堂、智慧树等；上课

过程中让学生积极融入到课堂,积极参

与问答,积极完成作业,让学生上课时利

用好手机,不只是打游戏看韩剧,更多的

是通过手机跟着老师上课的步调走,从

而获得更多的知识。 

4 结束语 

综上所言,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

与学中,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是主体,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似乎是被动地学更

多一些,积极地建设和改革《形势与政

策》课程,让学生真心喜爱,主动的学,

提升该课程的到课率、抬头率,有效引导

学生真学、真懂、真信,让学生清楚的认

识到国际国内局势变化,更加坚定“四个

意识”“四个自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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