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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张岱渭指出：“所谓混合式教学就是要把传统教

学方式的优势和数字化或网络化教学的优势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既要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

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

性、积极性与创造性。” [7]涉农职业本科院校思政课混

合式教学就是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按照“大思政

课”的建设要求，把思政课传统课堂学习优势与网络课

程平台学习优势有机结合，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实践创新能力、

吃苦耐劳能力，讲好思政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使大学生牢固树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自

觉投身于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之中。

思政课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也是涉农

职业本科院校培养众多“一懂两爱”优秀学子的重要课

程和基础课程。因此，思政课教师要结合校情与学情，

在思政课思路创优和教法创优方面下大功夫和巧功夫，

探索、创新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全面提升思政课教

学质量和水平，突出展现新时代涉农职业院校思政课的

新气象、新作为、新担当。这是当前涉农职业本科院校

思政课教学模式亟需攻克的主要难题。

实践之行：“四体协同”育人的

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

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好不好，关键看能不能付诸

实践并取得实效。基于涉农职业本科院校实际情况，从

“三全育人”“大思政课”以及“思政课程”的角度入

手，构建“教师协作共同体+课程平台共同体+课堂教学

共同体+社会实践共同体”“四体协同”育人的思政课混

合式教学模式。

（一）教师协作共同体：搭建“思政课教师+”育人

模式

不管是教学模式的创新探索，还是课程建设，教师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三全育人”“大思政课”和

“课程思政”视域下，搭建“思政课教师+”育人模式，

即 思 政 课 教 师 主 动 与 公 共 基 础 课 教 师 、 专 业 教 育 课 教

师、实践类课教师在集体备课、撰写教案、教学科研、

社会实践等方面交流合作、结对共建、知识共享、协同

育人，构建教师协作共同体。

首 先 ， “ 打 铁 还 需 自 身 硬 ” 。 思 政 课 教 师 要 按 照

“六个要”素质和“八个统一”的要求，努力提升教科

研等方面的能力，特别是要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看家

本领”、了解必要的农业知识以及其他与教学相关的知

识，做到视野要广。其次，思政课教师要积极主动地与

各 类 课 程 教 师 就 思 政 课 教 学 内 容 与 其 课 程 相 关 联 的 案

例、素材等沟通交流，形成共享教学资源库。“思政课

教师+”育人模式为开展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提供智力

支撑和人才保障，这也是“四方协同”育人的思政课混

合式教学模式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二）课程平台共同体：建立“思政课+”课程平台

模式

“思政课+”课程平台模式即借助超星学习通等平

台，从校情、学情实际出发，以思政课教师为主力军，

以思政课教学内容为根本，其他各类课程教师结合思政

课教学内容提供有益借鉴，协助思政课教师建立内容突

出且丰富，栏目众多且有效，形式多样且实用的思政课

线上教学平台。思政课教学平台是开展思政课混合式教

学模式的关键载体和必备基础条件。同理，思政课教师

也要协助各类课程教师建设相关课程教学平台，实现课

程平台共建、共享。

就 建 设 思 政 课 教 学 平 台 而 言 ， 一 是 教 学 内 容 上 ，

以思政课教学内容为基本内容、根本内容和核心内容，

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专业实际，适当加入能够实现思政

课教学目标的其他相关课程内容。二是栏目设置上，设

立“早知道”（预习）、“核心区”（学习重难点）、

“思政课+”（融入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专业课等课程元

素 、 案 例 等 ） 、 “ 三 农 ” 之 窗 、 “ 盘 它 ” （ 练 习 与 作

业 ） 、 “ 最 美 思 政 人 ” （ 社 会 实 践 ） 、 “ 学 习 强 国 ”

（链接）等栏目。三是形式选择上，采用既严肃又活泼

的 形 式 ， 例 如 ， 课 堂 弹 幕 、 选 人 摇 一 摇 、 抢 答 、 微 电

影、游戏教学法、“影视教学法+”等易于、乐于学生接

受的教学形式。

（三）课堂教学共同体：组建“思政课教师+”课堂

教学模式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

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

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8]而课堂教学是

思政课讲深道理、讲透道理、讲活道理的“主渠道”和

“主阵地”，因此，要高度重视课堂教学。

“思政课教师+”模式即结合涉农职业本科院校实

际，借助教师协作共同体与课程平台共同体，在相关专

题和教学内容，例如，《形势与政策》乡村振兴专题，

邀请农学类专业课教师或第一书记等相关人员，进入思

政课课堂，用好课程平台，和思政课教师一起授课，让

思政课有“专业味”。这样的思政课既有理论高度、深

度和广度，也有活泼、鲜明、真实的具体案例，才能落

实思政课的本质，才能真正让学生全面理解教学内容、

教育·教学丨Education & Teaching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