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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并将其与素质教育有机结合，真正做到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大

学生服务，是当前高校思政教师亟待应对和完成的教学实践课题。在借鉴国内同行先进经验的基

础上，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尝试以教材基本内容为骨干，以相

关领域的科学技术实例或科技史事例作为拓展性教学内容，力图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把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和科学素养融合为一个

有机的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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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大学生的心目中，思想政治课往往是枯

燥乏味的理论课程，学生上课时常常心不在焉，抱

着应付老师、应付考试的心态对待思政课程。如何

提高学生听课积极性、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让思

想政治教育真正春风化雨、进入学生头脑、进入学

生心灵，是摆在当前高校思政教师面前的一个重大

难题。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

的转变，以及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后果，大学生自身

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也亟待培育和提高。笔者在

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的过程中，

一方面有感于教材内容高度浓缩和概括、需要在教

学过程中加以丰富和扩展，另一方面为提高学生上

课时的抬头率、听课率，提高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兴

趣，一直在尝试和摸索着在教学过程中，把科学教

育有机地融合和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把思想

政治课程打造成一门既能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修

养、又能提高其科学素养的素质教育课。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科学教育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强调，要“增强思想

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要“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

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加强人文素质和科

学精神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

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
[1]
。素质教育已经

成为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目标任

务，对思政教师来说，怎样在教学过程中落实和完

成这一重大任务，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双重

挑战性的新课题。 

从当代大学生的科学素养现状来看，学生们经

过十二年的应试教育之后，形成的是紧紧围绕高考

科目的知识结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都相对欠缺，

不仅文科生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理科生的科学知

识结构也受限于高考的范围、思路和学习方法。理

工科大学生在进入高校之前，学习的主要是物理、

化学、数学、生物等几门基本的科学课程。进入大

学学习阶段之后，根据各自专业学习相应领域内的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可以说，这些学生并未因为

是理工科学生，自动就获得了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宽

广的科学技术知识面，他们仍然具有接受科普教育

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在大学生中展开科学素

质教育、培育科学精神，不仅对文科学生大有必要，

对理科学生来说同样必不可少。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科学教育的可行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一个几门由不同课程组成

的课程体系，几门课程分别具有相对独立又互相衔

接的内容和理论结构。因此，要在思政课中结合与

渗透科学教育，需要结合每门课程的具体内容，因

课程内容制宜，同时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具体专

业，量体裁衣。此外，由于思政教师自身有着不同

的学术背景，如果能具有较好的科学知识背景，任

课教师也可以结合自身的学科优势和学术强项，根

据教材内容的需要，选择自己最熟悉和擅长的题材

和领域。 

就“马克思主基本原理概论”课而言，其内容

与科技史和现当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有着极其紧密的

天然联系。因此，课程内容自身已经直接或间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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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或涉及相关的基本科学知识和科学命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既有其哲学上的

理论源头，也深深植根于科技发展所提供的背景知

识。若一味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内或单

纯从哲学思辨的角度讲授和阐述其世界观，不足以

全面展示其不断吸收和继承人类最优秀的理论成果

的动态发展特点，也无法为其基本理论观点提供丰

富的理论支撑和注释。借助于科技史和现代科技发

展所提供的教学案例和教学实例，不仅能使教材中

抽象、深奥的核心理论观点变得丰满、具体，更能

凸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所具有的统摄具

体的客观规律的理论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论，不能撇开人类在

科学技术活动中运用和掌握的认识方法和认识理

论。科学技术活动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

种深刻而复杂的实践活动，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具

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为哲学中认识论与方法论

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实例。可以说，科学技

术史同时也是一部认识论史与方法论史。 

在唯物史观当中，科学技术也是一个具有重要

作用的因素。科学技术既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杠杆，又是兼具两面性的一种物质力量。这些基

本论断的得出与阐述，仅靠教材提供的内容尚不足

以向学生展示出充分的理论力量和魅力。借助于精

心挑选的科技史实例和教学案例，可以帮助学生更

好地掌握相关的基本原理与理论。 

因此，“概论”课，尤其是其中主要阐述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前三章教学内容，是目前思政课程体

系中最适合与科学素质教育相结合的一门课程。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科学教育的初步尝试 

（一）从教学内容上以科学教育丰富思政课内容 

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尝试将人文素

质和人文精神的培养结合到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国

内高校已经展开了相关的研究与教学改革。例如，

渤海大学张春梅就在“概论”课中有关历史唯物主

义的章节的教学过程中，精心选择和运用文史名著

辅助课程教学。这种教学模式，既能提高课程内容

的丰满度和对学生的吸引力，又能促进学生提高课

外阅读量和阅读层次，进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2]
 

正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过程中，运用文史

名著辅助教学可以增进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培养良好

的读书习惯；以选材于科技领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

案例作为契合点，既可以改变学生对政治理论感到

枯燥、乏味、难懂的现状，又可以提高学生的科学

素养和科学精神，并且在教学内容深化、拓展的过

程中进一步引导学生认识和剖析在科学技术发展背

后起作用的更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

进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将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

理论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由于每门思政课程具体内容的不同，其内部各

部分与章节之间的内容又有很大的跨度和差异性，

因此，可以充分结合教学内容的具体特点，设计和

选择相应的教学实例、教学案例，以期达到提高学

生思想政治素养和科学人文素养的双重教学目的。

例如，上文提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有关历史

唯物主义的章节，适合采用文史名著进行辅助教学。

而该课程中关于世界观、唯物辨证法和认识论的内

容，非常适合结合科学技术史、当前科学技术发展

动态，进行科学素质教育。 

笔者在该课程的授课过程中，主要在丰富教学

内容和教学实例及教学案例编写方面，进行了一些

初步的尝试和积累。例如，在讲授世界观（第一章）

和认识论（第二章）的内容时，教学内容直接涉及

到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史的内容。在讨论世界

的物质性原理时，可以从介绍宇宙的演化、恒星的

生命史、地球的生命演化史、人类与人类社会的形

成与演化入手，在学生头脑中循序渐进地形成唯物

主义一元论的基本观点。在讲授普遍联系原理时，

可以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有关生态系统、食物链

的视频资料，如有关太平洋鲑鱼在北美大陆洄游的

纪录片，通过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太平洋鲑鱼的洄游

习性给北美的各种野生动植物带来的影响，让学生

领悟到生物界内部广泛存在的各种相互依存、相互

制约的复杂关系以及生存与死亡的相互转化。 

在第二章关于认识论的内容中，实践与认识的

相互关系问题对学生来说较为抽象，理解难度较大。

因此，借助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些典型事件和案例，

如中国古代农业实践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促进、欧

洲近代地理大发现对欧洲天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等，可以非常清晰地向学生阐明实践对认识的推动

作用；在讨论从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能动飞跃时，

也可以借助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对发现新化

学元素的预见和指导作用、天文学史上牛顿理论对

预测和实际发现海王星的指导作用等实例来加以阐

释和说明。在介绍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时，可以通

过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到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再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这一物理学理论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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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帮助学生真正领域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之

间的辩证关系。 

而在历史观（第三章）中，也有具体讨论科学

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的篇目。因此，在这些内容

的教学过程中，必然要求授课教师结合教材中的基

本内容，适当加以扩展和丰富。 

（二）将教学模式的优化与教学内容的丰富化相结合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展开案例教学，是近年来

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开辟的一个新的实践和研究

领域。以杨慧民为带头人的大连理工大学思想政治

理论课案例教学研究中心在案例教学的理论建构、

实践操作环节中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摸索和理论总结

工作。杨慧民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

操作模式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包括教

学内容的提炼、教学案例的选编、思考讨论题的设

计、教学案例的呈现、课堂讨论的组织、点评和总

结、案例分析报告的撰写、课后教学反思等逐次递

进、环环相扣的一系列教学环节
[3]
。”此外，由刘建

军、杨慧民等人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课教学案例》一书中，按照教材的章节体例，

每章精心选择了 5 到 7 个相关教学案例，并为每个

案例编写了思考与讨论、案例点评、教学建议等内

容，便于教师在具体教学环节中进行案例教学的实

际操作。在该书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章节中，

共有 18 个案例，其中科技类案例共计 12 个，占案

例总数 2/3。
[4]
由此，也可以进一步看出“原理”课、

尤其是其中哲学部分的教学内容，是多么地依赖于

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发展所提供的丰富素材。 

此外，还可以在教学内容相对稳定、系统化的

前提下，还可以结合近年来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多项

成果，综合运用案例教学、专题教学、问题研讨式

教学等已经逐渐成形和取得成熟经验的新教学方

法，将教学内容的丰富与教学方法的多样化结合起

来，以期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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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make the political courses more effective and to combine it with education for all-around 
development to serve for the training of full- developed college students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for college 
political teachers. The author, by using peer’s experience, makes some trials to enrich the textbook of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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