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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能够培养学生的上台讲课能力。在讲完后，老师

会对讲授者的优点和缺点一一点评，使学生认识到自己

的优点和应该改进的地方。通过调查发现，这样一种转

变能够使每个同学认真准备这一节课要讲的内容，同时

也在实践中提高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认识，重

视和发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以后走上工作岗位

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这种师生之间的角色转换能够

真 正 调 动 学 生 学 习 的 积 极 性 ， 不 仅 具 有 很 好 的 课 堂 效

果，也促进了师生之间关系的融洽。

3、更新供给内容，增强教育内容的时效性

教材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基础、最主要

的理论来源。

首 先 要 解 决 的 是 教 材 的 重 复 率 ， 重 复 率 是 严 重 影

响学生学习兴趣的一个主要原因。从纵向衔接来看，高

中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一共有四门，高校思政课在高中课

程中部分有学习，特别是哲学部分，这样简单的重复会

降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认为这些都是之前学习过

的，听不听都无所谓了。从横向来看，某些重要的理论

和范畴，也简单地出现，所以首先我们要下定决心解决

教材中简单重复的问题，使教材达到一种精准高效的程

度，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其次，我们要严格剔除一些教条主义的话语，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征中的开放发展性，要求马克思主

义实时更新、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也就要求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应该与时俱进，破除不符合时代

进步的思想理论，使学生正确地看待新的社会矛盾，重

要的在于学生通过学习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例如，近年

来疫情不断肆虐，教师要深入挖掘疫情防控中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拓展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实践广度

和应用，也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内涵提供更多实

践平台，增强思政教育内容的时效性。

4、优化供给环境，提升思政教育的方向性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供 给 环 境 不 仅 仅 包 括 学 校 ， 还 包 括

家庭、社会、社区等各个主体。在高校思政教育的过程

中 ， 不 断 优 化 网 络 环 境 是 提 升 思 政 教 育 方 向 的 重 要 手

段。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加之疫情常态

化的影响，利用互联网上课已经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学

习手段，线上教学平台可以有效发挥公共领域的作用，

依 托 优 质 视 频 和 课 件 的 育 人 资 源 ， 例 如 慕 课 、 学 习 强

国、坐标等一些网络课程也越来越丰富，高校思政教育

应该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介这个新平台来促进思想政治教

育的发展。

网络教育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微信、QQ、

微博、公众号、抖音等平台，宣扬正确的价值观，坚持

思政教育的方向性，营造良好的虚拟学习环境。同时，

要加强“家校联合”来促进思政教育发展，家庭是影响

学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场所，高校辅导员应加强与家长

之 间 的 联 系 ， 引 导 学 生 养 成 良 好 的 思 想 品 德 与 行 为 习

惯，形成家校思政教育的合力，以充分发挥思政教育环

境的渗透与教育作用。[5]形成一种大思政教育环境，一种

全方位、浓厚的思政教育氛围，使思政教育不仅仅停留

在学校层面，更涉及到家庭、社区，使大学生思政教育

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总　结

面对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和“需求侧”

之间的不平衡和发展不充分的矛盾，我们应该从优化供

给主体、增强思政教育合力，创新供给方式、提升思政

教育亲和力，更新供给内容、增强教育内容的时效性，

优化供给环境、提升思政教育方向性等多方面入手，解

决“供给侧”存在的诸多问题，不断进行调整以达到供

需平衡，使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

促进高校思政理教育的良性发展，为学生自由而全面地

发展做好理论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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