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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思政课教学法改革

———围绕移动课堂展开

李红艳，李森林

( 安徽科技学院 思政教研部，安徽 凤阳 233100)

摘要:教学实效性不强、缺乏吸引力是目前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的最大困境，而实施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是摆脱困境
的必然选择。移动课堂作为思政课教学法改革的探索，以其自身的特性和优势成为时下增强思政课实效性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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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动课堂的两层意蕴

1． 第一层意蕴: 移动课堂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

念，是思政课教学的指导思想和新路向

在教学理念的意蕴上，它主要体现的是学生主

体性维度的回归，这种理念体现在所有教学过程中，

无论是思政课的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甚至可以

贯彻到高校所有的教学和活动中，让学生完全主动

地投入到教学、学习和各种活动之中，做到以教师为

主导、学生为主体。
在传统教学中学生主体性维度缺失，教师以主

客体关系实施教学，采用填充式、灌输式的教学方

式，把学生当作被动接受的客体，丧失其主体性，这

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讲主体性

维度的缺失，并不是简单地说在传统教学方式中学

生没有任何主体性，社会实践、课堂提问与讨论、辩
论等都会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但是在这些活动中，学

生的主体性发挥都是有限的。
当前思政课进行的各种改革之所以效果不明

显，关键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转变思想，如果不从教学

理念和思想上入手，那么所有的改革最终就只是隔

靴搔痒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第二层意蕴: 移动课堂是思政课的实践教学

方式之一

当前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全面

肯定，实践教学已经成为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

有效形式和途径之一，但是目前学界对实践教学的

认识还不统一。
通常把思政课实践教学分为两种形式: 课内实

践教学和课外实践教学，但也有些研究者只把走出

课堂的教学形式即上述的课外实践教学称为实践教

学。移动课堂是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济建

设和社会建设的先进典型等社会资源，通过适时置

换教学场所场景，以教学主体教师←→学生交互性、
学习共同体选择重组等为载体，强化教学过程中的

实践性、互动性、交往性和反思性”的一种创新方

式。如此说来，无论从哪种形式界定实践教学，移动

课堂都属于实践教学范畴。
移动课堂不管是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还是

作为一种实践教学方式，它体现的都是对学生的真

正关注，还学生以主体地位，使教师与学生、学习与

接受形成有机互动的交流平台，建立一种师生之间

的真正的平等、民主的氛围。
二、移动课堂的优势

1． 移动课堂有利于增强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和

实效性

实施思政课一方面是国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

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具有政治性与强制性; 另一方

面，它的最终落脚点是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种种调

71



查都已经表明，学生并不是笼统地排斥思想政治教

育，他们希望通过思政课了解社会现实，更加渴望在

课堂上听到教师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对自己思想困

惑的释疑。只是当今的思政课为完成政治任务而流

于形式，演变成了简单、枯燥的说教，使学生逐步形

成思政课“无用”的判断，甚至思政课成了一个负

担，学生与思政课的关系发生了异化。
授课内容与方式影响了学生对思政课的判断，

要增强思政课的实效性，教师必须减少或者避免简

单、枯燥的理论说教，而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社会现

实紧密结合。在移动课堂这种全新的探索中，教师

把学生放在主体的位置，根据学生的生活实际和需

求设计教学内容，在移动课堂中面对大量社会资源

时，学生既是接受知识的客体，同时也是学习结果和

知识的创造者，甚至学生的生活本身与学习是同一

个过程，这样势必会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2． 移动课堂是增强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途径

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容易使学生形成一种“审

美疲劳”，学习兴趣降低，而且学生的学习本身具有

一定的被动性，因为“学生的学习更多的不是为了

适应当前的环境，而是为了适应将来的环境，当学生

意识不到他当前的学习与将来生活实践的关系时，

就不愿为学习付出更大努力。”这种情况在思政课

中的表现尤为明显，换一种方式容易激发学生的兴

趣，刺激学生的自主学习。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移动课堂带领学生走

出学校的小课堂，进入社会的大课堂，感受祖国的大

好河山，宣扬主旋律。在教室里学生的学习方式是

封闭的，移动课堂的教学场景信息量是巨大的，学习

方式是完全开放的，学生用眼睛、耳朵和心灵去学

习、去感受、去体会，掌握的知识更加深刻，具有生动

性、趣味性、震撼性，将体验式教学和课堂教学紧密

结合起来，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达到高度统一。
3． 移动课堂有利于学生通过实践感受理论的力

量，并且内化为行为准则，培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分析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

思政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的任务，传统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注重传授理

论本身，而忽视了理论的运用。在课堂上教师给学

生介绍理论内容，描绘世界图景，但这些都是停留在

解释世界的阶段，而关键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

义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 160
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生命力的关

键所在，那么如何做到与时俱进呢? 就是要找到实

践这个基础。只有通过移动课堂使学生真切地去体

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去亲自验证理论，思想政治教

育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4． 移动课堂能够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真正实现言传身教

在传统的高校教学中，师生交流非常少，高校教

师对学生的影响不仅仅是课堂上知识、能力的影响，

更应该是思想、人格上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又

是潜移默化的，而且这种影响不是靠简单的说教就能

产生的，精神需要精神的感染，道德需要道德的濡化。
移动课堂的实施增加了教师与学生的接触和了

解，使师生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在不断

的接触中，使教师真正做到言传身教，教师用个人的

理论修养和人格魅力感染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教育

学生，用自己的行动带动学生，用自己的做法感动学

生，用自己的表现启发学生。
三、实施移动课堂的反思

安徽科技学院在推行思政课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中，对移动课堂教学法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与努力。
从实际的运作来看，移动课堂作为思政课的创

新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它的优势已经得到了体现。
但同时在移动课堂的实施中还发现了一些问题，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移动课堂作为一种教学理

念在教学中的贯彻程度不够，推行力度不深，移动课

堂的教学理念应该也必须要贯彻到教学的各个环节

中，甚至要与高校的所有学生活动相结合，形成思想

政治教育与学生活动的全程联动机制，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实现思想政治

教育的目的; 第二，如果把移动课堂只是作为一种实

践教学方式来推行，那么无论是从财力还是从教师

精力与时间的投入上来看，它都不适合作为唯一的

一种实践方式，它必须与理论教学和其他的实践教

学方式、方法相结合，并且要注重总结与提升，不能

把移动课堂当作单纯的外出参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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