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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中央政策高度强调的教学环节,但实践教学至今依然存在多

方面的问题,诸如高校对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重视程度依然不够,表现为校领导层、思政课教学部门以及

思政课教师乃至学生对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际重视程度不高；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效果依然难以

提升,根由在于缺乏统一教学规范,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教学基地建设依然不尽如人意,表现为规范性、

教育性和内涵型缺失；各方面保障依然不够到位,尤其是资金保障、安全保障和教学激励方面依然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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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teaching link highly emphasized by the central policy,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practical teaching. For 

exampl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ill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school leadership,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epartm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and even students do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s still difficult to improve, which is due to the lack of unified teaching norms and the heavy 

burden of students' schoolwork.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base is still unsatisfactory,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education and connotation. All aspects of guarantee are still not in place, especially 

financial guarantee, security guarantee and teaching incentive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practical teaching; teaching effect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在政

策层面已落地多年,逐步纳入各高校常

态常规思政教学体系。教育部《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

求》(教社科〔2018〕2号)、中共教育部

党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优

行动”工作方案》(教党函〔2019〕90

号)、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标准》(2021年本)等文件进一步明

确了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政教

学的标准性内容,是必须逐步开展并提

升教学水平的核心课程之一。 

虽然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已作

为高校思政教学的一项基本课程内容贯

彻多年,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

为以下四个方面。 

1 高校对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

重视程度依然不够 

这方面的问题首先在于校领导层对

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际重视和支持

力度不够,部分高校甚至长期仅仅停留在

口头支持和应付考核上,没有切实落地的

教学安排和资金保障机制来开设和推进

思政课实践教学。其中的根源在于校领导

层工作人员对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立德

树人关键作用认知程度不够,对学校小课

堂和社会大课堂内在逻辑关联和育人一

体性的理解程度不足。这种认知和理解上

的问题深刻影响了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

的规模和质量,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思

政课教学部门和教师的积极性。 

其次,思政课教学部门对于开展思

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热情不高。原因在

于校外实践教学的安全问题及其连带责

任让教师和教学部门管理人员裹步不前,

公共课学生数量庞大,校外实践动辄百

人以上,现场教学管理和安全管理对数

量相对匮乏的思政课教师提出了严峻的

挑战,以至每次实践的主要考虑都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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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而非实践教学的效果,更不愿带学

生去安全性不易把握的任何教学基地。此

外,思政课教师作为公共课教师的教学

工作量本身就比较繁忙,许多高校思政

课教师每学年的课时都在500以上,难以

分出精力开展进一步教学,而思政课实

践教学的工作量切实安排起来之后并不

算少,这就导致思政课教师的开课和教

学意愿极为不足。 

再次,学生对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

热情虽高但态度上并不积极。学生一方

面对校外实践教学有浓厚兴趣,但另一

方面又对走马观花式的、管束较多的实

践教学颇为反感。如果思政课教师和思

政管理人员都基于安全性考量而应付式

教学,如此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质量不可

能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也不会得

到学生正面的评价,而这反过来有进一

步消减了思政课教师和思政管理人员的

开课积极性。此外,由于思政理论课实践

教学成果并没有清晰界定和指导意见,

许多高校思政教学部门依然要求学生提

交手写量化的实践报告,而这类作业的

批阅以及评语批写本身又构成了一重负

担, 终变成师生相互应付的一门课程,

起不到立德树人的育人效果。 

2 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教学

效果依然难以提升 

这里说的效果难以提升是在各方

(校领导层、思政课教学部门、学生等)

都对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充分肯定和支

持的前提下展开的讨论,因为如果这个

前提不存在,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也就

遑论任何效果。在各级教育教学政策的

要求和指示下,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

效果却依然难以提升,主要有几个方面

的原因： 

一则由于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并没

有诸如思政理论课各门课程的统编教

材、专题教学规范、教学逻辑与教学共

识,各校往往自行其是(即便有统一实践

教学大纲和实践教学基地的高校也概莫

能外),而实践教学的进行在很大程度上

依托开课教师本人的教学安排和教学倾

向,这导致各校之间乃至同一个学校不

同学期不同班级不同批次思政理论课实

践教学质量都参差不齐。 

二则由于目前的教育教学政策虽然

日益重视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但一直

没有将之提升至与思政理论课同等的课

程地位。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在许多高

校和思政课教学部门相关人员的视野中

属于“应开但非必开”的课程,更何况,

对许多思政课教师来说,思政理论课教

学负担已经过重,实在无力承担更多的

相关课程,而且,一直以来,教学在职称

评聘中所占的分量和作用并不突出,思

政课教师依然要分出大部分精力用于论

文和课题等职称硬性指标。这就导致在

政策没有将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纳入公

共必修课的情况下,高校和思政课教学

部门以及教师都没有足够的主动意愿去

承担这项“额外负担”,而勉强开设的效

果自然不尽如人意。 

三则由于目前高校学生学业负担极

其繁重,尤其是大一大二的学生,所修专

业课和公共课几乎覆盖了绝大部分学习

时间段。这就导致思政课很难被作为与

专业课同等重要的课程对待,而思政理

论课实践教学也一直被学生视为课外放

松的一日游或半日游,再加上教师给分

的随意和宽松,学生也就难以严肃认真

地对待这门课程。此外,校外实践、实训

和实习在各专业课的教学设计中也越来

越成为常规性安排,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挤压了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可以开展的

教学时间和教学吸引力,而且,这一态势

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向。 

3 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建

设依然不尽如人意 

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是开展思

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要载体,但现有

的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问题重重,

未能起到应有的思政德育效果,经考察

发现,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整体

规范性欠缺。由于目前并没有相关政策

对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进行规范和

指导,各地各校只能基于自身的实际考

量与地方共建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

这类基地往往挂牌在地方现有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等既有空间载体上,很少有基

地会按照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和目的

做出恰当的调整和规范。内容的规范性、

空间实体建构的规范性、管理的规范性、

讲解的规范性、教学衔接的规范性、安

全管理的规范性、时间对接安排的规范

性,等等,都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发展。 

二是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综合

教育性欠缺。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

往往在实践教学中被学生视为景观景点,

其内容缺乏与现代青年的共情和共鸣,

或者其叙事和呈现模式未能使其内容达

至这一效果。此外,基地教育性的实效性

范围限定与思政教学的核心主题难以常

态关联,基地本身的静态与思政教育的

动态之间还存在不易协调的问题。这些

问题致使基地的教育性始终难以和思政

课教育的预期完全对应,其改变和转换

也较为复杂,并不在高校自身主导性的

范围之内。 

三是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确切

内涵性欠缺。一个基地所基于的内涵需

要直观阐释的手段向受众有效呈现和讲

解,一般由专业讲解员实现这一功能,但

现有基地普遍缺乏专业讲解员,更缺乏

对基地主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型讲解员,

这就要求组织实践教学的思政教师本人

对基地主题的确切内涵有深度把握,从

而在实践教学开展之前可以向学生提前

介绍和讲解,从而提升实践教学的效果,

但现实情况是,思政教师往往难以投入

时间和精力来额外担当这一角色,而学

生群体在这一方面的主动性就更难以期

待,如此,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就成为大部

分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常态。 

4 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各方面

保障依然不够到位 

在大部分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

学和其它公共课的实践教学一样面临资

金保障不到位,学生实践安全保障不够

完善,实践教学激励机制不够健全的普

遍问题。 

在资金保障方面,教育部明确要求

各高校为思政课教学安排相应经费支持

思政日常教学、思政教改、思政理论课

实践等思政育人工作,但在现实执行层

面,所预算给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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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往往不足以应对实践教学的实际所

需。在所有费用中,区际包车的费用往往

能 先得到解决,但学生出行的意外保

险费用、用餐费用、听讲解的耳麦费用、

专业讲解员的讲解费等一般都难以开支,

以至出现绝大多数参与实践教学的师生

都没有意外保险,也得自己承担基地附

近相对较高的餐费,而且许多学生还会

应处于教学点外围而无法听清讲解。 

在安全保障方面,除购买意外保险

外,一两百人的校外实践始终存在种种

安全隐忧。无论是乡镇居民相对较为不

规范的交通出行习惯,还是乡村地区普

遍豢养的狗等攻击性动物,抑或相对不

太理想的地面和道路,都容易致使师生出

意外,而高校在师生安全出行方面培训的

缺失,一些思政教师在安全组织管理方面

经验和能力的不足,一些学生无视整体安

排和出行纪律自行其是,都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安全保障方面的难度。 

在激励机制方面,对思政课教师做

好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激励政策普遍

较少,许多高校只是简单地完成考核任

务,并没有政策引导支持的安排。无论是

超额工作量的绩效体现上,还是育人工

作量的折算上,还是课时补贴的课时量

计算上,抑或教学成果奖励的设置上,都

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来鼓励思政课教师

推进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 

5 结语 

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是推进立

德树人,深化思政育人的核心教学环节

之一,但推行至今,依然存在诸多影响其

教学效果的问题。针对受重视程度不够,

教学效果亟待提升,教学基地亟待加强,

保障措施亟待改进等多方面难题,各校

以及各思政课教学部门应进一步提高对

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视,加大保障

力度,建构激励机制,与地方合作建设教

学性能优越的实践教学点,从而提升思

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教学效果,使其成

为思政课系列中的实效育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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