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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程在立德树人这一根本性任务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阐释了开好

思政课、办好思政教育的重大战略意义，并对思政课改革

创新作出重要部署，对广大思政教师队伍提出了具体要

求。这些举措和部署为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根本的价值遵循。2019年8月，中办国办印

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

意见》以来，全国上下围绕思政课程教学，开展丰富多彩

的教学比拼、教学展示、教学研讨、名师观摩等系列教师

练兵活动。由于陕西省开展的高校思政课教师“大练兵”

（以下简称思政“大练兵”）活动具有地方特色，题材新

颖，反响较好，已成为全国推进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

品牌活动。正是陕西积极贯彻和落实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

举措，通过教师这个鲜明具有代表性主体，抓住了教师队

伍这个关键，借助思政“大练兵”这个契机和形式，并结

合当下高校教师队伍普遍存在的结构不合理、数量质量不

高、科研水平有待提升等现实问题，着力应对分析和解决

破解困扰思政课改革创新的这些阻力。目前，以思政“大

练兵”为抓手，从提升教学水平、加强教学效果、优化队

伍结构、深化教学研究等方面推动思政课系统化改革创新

已成为高校深化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途径。

目前高校思政课教学存在的显著问题

高校思政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目前，

很多高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打造智慧思政课堂，采

用案例式、探究式、互动式等教学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高校的思政课教学创新改革也出现了教学的效果和目标

不贯通、实践教学的创新性欠缺、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契

合度不足、思政课体制机制与协同育人要求不相适应等问

题，亟需在实践中加以重视。

一是理论教学的效果和目标不贯通。部分教师对全面

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这一目标没有从“知情意行

统一”的高度去认识，大多只关注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

了学生思想提升的本质要求。理论教学中传授知识替代了

思想引领，导致大学生只有理论认知，缺乏对理论的求知

欲和共鸣感，理论入心入脑不足。

二是实践教学的创新性欠缺。实践教学缺乏整体规划

方案，多样性和创新性不足，刻意性和任务性较强。实践

教学中刻板僵化的教学方式与单调的评价机制，无法从价

值维度实现学生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契合度不足。课堂教学中需

要实践教学支撑的内容不充分，实践教学中针对课堂理论

的拓展和现实内化不足。表现为课堂教学中教师设定的讨

思政“大练兵”推动高校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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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讲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思政“大练

兵”聚焦思政课教师能力提升，在提升思政课育人成效，引导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

同行，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方面成效显著、意义重大。受多种因素影

响，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存在教学的效果和目标不贯通、实践教学的创新性欠缺、

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契合度不足、思政课体制机制与协同育人要求不相适应等问题。为

此，思政“大练兵”推进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应按照坚持立德树人、“四个服务”和

“三全育人”的原则，从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思政课特色改革创新、思政课育人效果

提升、创新思政课研究平台等方面凝心聚力，彰显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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