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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存量，形成高度的理论自信，有效推进新时代思

政课程教学。在实践过程中，教师首先需要紧跟时代发

展步伐，了解时代学科教育问题和教育需求，将自身理

论的强化学习分为“认知”与“巩固”两个重要阶段，

并持续性学习，强化自身理论学习基础。

在理论学习的“认知”阶段中，教师需要将时代教

育使命感融入到理论学习中，积极结合时代背景，从中

汲取养分，吸收当代专业教育领域的新知识、新思想、

新理论和新实践。并在强化学习过程中不断更新、拓展

自身的知识维度和专业视野，保持学习的动力和激情。

在有效吸收时代教育内涵的基础上，深入研究马克思主

义 中 国 化 的 真 理 性 ， 加 强 对 新 时 代 教 学 实 践 与 社 会 经

济、政治和文化状况的全面认知与基础了解。基于此，

将这些认知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更有效

地将专业学科内容与社会时代发展相衔接，从强化性的

理论学习方向使专业教学更具有指导性与针对性。

在理论学习的“巩固”阶段中，教师需要以丰富自

身的专业底蕴和学理基础为重要学习方向。这包括两个

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教师需要丰富知识存量，系统学

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相关理论知识。通过广

泛阅读具有时代特征的相关文献和书籍，加强对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的知识学习。在此基础上，以融合性思维

为重要导向，结合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纵向延伸

专业学习角度，将其有效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深入理解和学习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学识水平。

另一方面，专业底蕴的丰富与学理基础的形成不仅需要

进 行 强 化 性 、 融 合 性 的 理 论 学 习 ， 还 需 要 结 合 专 业 实

践，积累实际教学经验，以此丰富教师的知识存量。对

此，教师需要基于新时代的教育视角，在教学中深入阐

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将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实践教学环节深度结合，为学生提供更全面、

深入和独立的专业思考路径，同时积累自身教学经验。

（二）坚持以创新导向促进教学模式改革，活化思

政课堂教学内涵

在 新 时 代 背 景 下 ， 思 政 课 教 师 需 要 树 立 创 新 引 领

的使命感，改变自身为教材知识搬运者与教学资源传递

者的固化形象，积极通过促进专业教学知识内涵外延拓

展，切实做到以创新思维丰富思政教学内涵，突破传统

教学模式的思维束缚。

在转变传统教师形象的基础上，思政课教师需要树立

创新引领的使命感，积极探索新思维、新理念和新方法，

以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能力。同时，需要结合新时代要

素和现代化教学手段，在思政课堂教学中灵活运用问题导

向教学方法、合作探究式教学方法、互动式教学方法和

混合式教学模式等多种教学策略。将这些教学方法与思

政课的内容相结合，思政课教师可以打破传统的教学模

式，[1]在教学过程中促进学生主动参与，更有效地引导学

生对思政课程内容进行深入思考，形成专业学习思维。

在转变教师形象、优化课堂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为

了深化思政课堂教学内涵，思政课教师需要创新教学话

语。具体而言，可以利用生动的学科语言来讲解思政课

内容，以突出其真理性和学科吸引力。

（三）广泛推进教师间专业实践交流，融合具有集

体智慧的先进教学经验

在 使 命 感 视 域 下 ， 教 师 作 为 时 代 教 育 任 务 的 重 要

推动者，肩负着拓展思政教学知识广度与精神内涵的重

要使命责任。但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思政教师经常会面

对各种教学调整与实际教学问题，例如，如何使抽象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简化，使教学内容能够更加贴近学

生的实际生活，以及如何在专业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启发学生的思政学习思维等。针对上述问

题，教师需要积极通过多种方式汲取群体智慧，提升自

身教学水平与职业素养，并在自我反思与自我升华的循

环过程中，寻找到契合新时代教学要求与自身使命责任

的教学方法，从而增强教师的专业自信。 [2]在实践过程

中，主要通过学校组织层面与教师个体层面进行深入分

析与探索。

在学校组织层面，定期开展校际交流活动是汲取群

体智慧、促进教师间专业实践交流的有效方式。学校可

以组织教师参观其他学校的思政课教学，进行教学观摩

和交流，拓展教师的学科视野和专业教学思路。以此分

享其他学校的优秀思政课教师的教学经验，更有效地促

进教师间的相关学习，使教师更加了解同行的专业实践

经验，如思政课堂教学模式、授课方法等，优化自身教

学策略。同时，学校还可以积极推动跨学科的教学经验

交流活动，邀请其他学科领域的教师参与思政课教学讨

论，以多元学科视角分析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其

他学科知识有机结合，促进交叉学科融合，以提高思政

课的教学质量和思想引导效果。此外，学校还可以组织

退休的优秀思政课教师与在岗教师开展教学经验共融共

研活动，利用资深老教师的丰富教学经验和深厚理论功

底，对实际思政课教学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在交流分析

过程中融合多种教学经验，引导在岗教师及时发现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对教学策略与教学模式进行积极调整，

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和专业自信。

在教师个体层面，美国学者卡尔针对教师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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