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新西部·　　　　 ·2023年第5期

教育·教学丨Education & TeachingＥ

思政“大练兵”涵盖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突出思政

课教师、专业教师、思政工作队伍全员育人。因此，以思

政“大练兵”为范式，推进思政课队伍建设，一是要建设

思政课教师“大队伍”。思政课教师应在工作学习、学

生管理、科研教学、生活实践等方面同思政课有机联系

起来，形成全方位、全过程、立体生动的“大思政课”新

格局。调动多方力量建设一支专兼结合、务实能干、本领

过硬、品行优良的高水平思政课师资队伍。二是要善于利

用资源优势，密切联系党政干部、社科理论界专家、各行

业先进楷模、红色和非遗传承人等，邀请他们进课堂、进

课本、进师生的心里，打通社会大课堂和教室小天地。实

现思政课由国家、社会、学校、个人全方位参与的新教

育格局。三是要积极开展教师教学实践研习活动。每年

组织教师开展暑期社会研习实践，到省内外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抗战纪念馆、红色革命教育基地进行学习考察。

四是要重视教师培训。选派骨干教师参加教育部思政课骨

干教师培训等各类思政课教师培训，进一步夯实课堂内

容，增强课堂的吸引力。五是要完善激励机制。制定实

施《思政课教师职称评审办法》《教学奖助办法》《科研

奖助办法》，鼓励教师潜心教书育人，培育优秀教学科研

成果。

（三）以思政“大练兵”推进思政课特色改革创新

思政“大练兵”要练出质量，更要练出特色。为此，

要通过完善《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实施办法》，在教学

体系上凸显思政“大练兵”的学校特色、行业特色。通过

开设“四史”类课程、校史类特色课，突出思政课课程体

系的学校、行业特色。通过辅学教材、特色选修课教材、

学习读物的编写，突出教材体系的学校、行业特色。通过

特色精品课堂建设、行业典型案例库建设、教学话语转换

等，突出课堂教学的学校、行业特色。通过开拓行业企业

实践基地、成立马克思主义研习社、建立“马列书屋”、开

展特色校园文化活动等，突出实践教学的学校、行业特色。

（四）以思政“大练兵”推进思政课教学效果提升

以思政“大练兵”为抓手，坚持内容为王，在夯实思

政课教师内功上下功夫，做到理论思辨与事实例证、正面

弘扬与反面警示、世界视野与历史场域、本质认识与现象

解读、理性诠释与情感渲染五个维度的结合。开展名师示

范教学观摩活动。邀请教育部思政课骨干教师、思政“大

练兵”及课堂创新大赛获奖教师进行示范教学。以思政

“大练兵”和课堂创新大赛获奖教师为带头人凝练优秀教

学团队，推行“名师+团队”模式，强化教学团队建设。

将思政“大练兵”落实到常态化、制度化集体备课中，着

力在课堂教学方式创新上下功夫。通过分组讨论、视频观

看、情景剧表演等更具表现力的教学方法赢得学生欢迎。

考核内容要源于课本且高于课本，以多样的考核形式考察

学生的综合能力。

（五）以思政“大练兵”推进思政课创新研究平台建设

一是积极统筹课堂、实践、网络等多种教学平台，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兼辅网络思政

教学，发挥媒体的优势，不断探索和打造多样的思政理论

课创新研究平台。二是明确思政课及其相关课程的主要内

容、教学目的、育人目标和评价标准。构建科学合理的教

学育人体系，不断推进思政课改革朝着服务社会、服务人

民的方向稳步发展。三是统筹思政课专家、骨干教师、研

究学者等社会资源，建立思政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智库，

开展思政课重点、热点、前沿教学问题研究，科学制定教

学预案、教学重难点、教学方法论等思政理论课研讨制

度，有力支撑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提质增效。四是不断深化

教师队伍集体备课制度，定期开展多形式、多学科、多视

角的教学讨论与交流对话活动，不断强化和细化各课程之

间教学设计和内容衔接的融通性与丰富性。

结　语

高校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运用系统思维，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对办好思政课提出的要求，常态化开展集体研讨、

集体备课和全员展示、观摩活动，通过集体备课和思政

“大练兵”激发整个思政课教师队伍活力。坚持教学质量

的生命线不动摇，创新教学方式方法，着力解决思政课普

遍存在的“讲、学两张皮”问题，着力打通入脑入心“最

后一公里”。鉴于此要做到：一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

学生、说服学生和引导学生，充分强化思政教育的魅力；

二要从理论原则、教师队伍建设、特色创新、教学效果提

升、教学研究平台建设突出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多维性和系

统性；三要凸显思政课教学与育人原则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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