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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贯彻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要求,需要不断探索和提升实践教学

的形式和效果。为了取得预期的实践教学效果,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引构建“大

思政课”实践育人格局,可以大胆借鉴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在准确把握课程教

材学理逻辑的基础上,确定实践教学的目标层次和活动体系,从抽象理论知识习得环节到感性体验

理论所生成的语境环节、再从理性与感性结合代入身份、情感和思考的对话交锋环节,达成产出效

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环环相接,联动发力,实现有助于掌握理论知识、提升思维能力和生成观念

价值的进阶性目标,为此探索形成“以知引情—以情通意—以意促行—以行践知”为主要内容的“大

思政课”实践教学四步法模式,进阶式地延伸理论课堂,在实践中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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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本质是讲道

理,就是要讲深、讲透、讲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

主义,为此从教学内容上搭建起了集理论、历史、现
实、价值于一体的完整课程体系,遵循思想政治教育

的基本规律,按照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原则去教育

引导学生,使理论的力量转化为可感知的力量,内化

为行动的力量。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战略高度,多次强

调要用好用活各种资源,推动“小课堂”与“大课堂”
相统一,推动“大思政课”实践构建。 实践教学对于

实现“小课堂”与“大课堂”的统一具有重要的链条

联结作用,通过创设和完善实践教学链条步骤可以

调动多重教学场景,整合丰富教学资源、达成理论与

实际的统一,为“大思政课”格局构建提供持续动力。

一、守正创新丰富育人理念:高校思政课实践

教学四步法的生成依据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是理论教学的延伸,是构

建“大思政课”的重要动力链接机制,能够让学生在

主动的实践参与中,在社会大课堂中感受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强大生命力和现实解释

力。 理论教学有其特定的逻辑链条,与之相应,实践

教学设计过程中应该充分展示这种逻辑关联和问题

进阶,形成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的实践教学联动进

阶。 实践教学因其遵循着认识形成发展的客观规

律,能够充分培养大学生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

逻辑相统一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成为实践

教学的有效方式。

(一)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引高校思政课

实践教学探索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认识是主体基于实践而产生的对客体能动的反映,
具有反复性、无限性和上升性。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

指出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

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

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1]
 

“正确的认

识”即超越感性认识的理性认识,产生于实践也需要

回到实践,而且只有在实践中检验“自己思维的现实

性和力量”,才能真正突破感性和经验的边界,实现

认识与实践循环式上升发展。 可以说,社会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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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本质,决定了思政课要想讲好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理论成果,实现知识传递、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

的目标,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忽视实践教学环节,换
言之,脱离、偏离实践会让“根植于学生的生活,关照

学生的生活”的德育教育滞留于抽象结论,只有回到

实践,回到产生理论的时代语境社会场景中体验感

受,回应学生的现实需要和理性困惑,思政课教学内

容才能真正地进入学生的现实生活中。 学生的实践

生活与社会发展的目标息息相关,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呼

唤,使得思政课的时代担当不仅仅局限在于对学生

进行“要实现什么、为什么要实现”的解释性回答,更
要在具体行动的维度帮助学生回应“如何实现”这一

具有方法论性质的能力考验,这恰好是思政课实践

教学的核心要义,即要强化学生的实践思维,提高学

生的实践能力,养成学生的现实情怀。 可以说,实践

教学以“改造世界”维度进行行为表达,不仅体现了

思政课在“解释世界”时内容上的有效性,也有效地

拓展和延伸了课堂教学的空间范围,因而作为思政

课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与理论教学共同构成了完

整的教学过程。

(二)大胆借鉴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进行高校思政课实

践步骤联动探索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知识是学习者基于原有

知识对新知识进行的意义建构。 建构的过程不是被

动地接受新知识,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通过

包括教师在内的其他个体或者群体的帮助,以主动

探索、主动发现的方式,对原有知识的主动加工和意

义的主动建构。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于传递知识和

培养能力的要求包含以下几个因素:一定的知识体

系,特定的社会情境,主体间的协作交流,个体性的

意义建构。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指导实践活动的认识

论的基本原理,在认识的形成过程和发展向度上产

生了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也从认知学习理论的角度

为实践教学的链条式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实践教

学的链条式开展依据课堂学习的原理性知识,在以

课堂、校园和社会为主的不同场景中进行实践活动,
开展辩论交流,深化对策研究,促使学生将课堂上的

教材体系转化为知识体系并在情境、协作、交流中转

化为价值体系,进而内化于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操

作能力之中,完成学生基于对原有知识的理解、运用

和更新,同时完成学生对包含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的综合能力的意义建构。

(三)顺应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拓展高校思政课全

新实践教学空间

　 　 中国自 1994 年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以来,经历了

从“以 PC 互联为主的社会弱联结阶段”到“移动互

联网主导的社会强联结阶段”,如今已经进入到“以

5G 和智能为特点的社会超联结阶段” [2] 。 “超联结”
意味着深度融合,意味着万物互联,意味着社会发展

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和全效媒体,
同时也意味着人在处理与世界关系过程中的生存方

式和发展方式的改变。 可以说互联网发展的“超联

结”阶段加速了媒体融合发展的速度,而全媒体的传

播格局以其时空的交错性、资源的丰富性、参与的广

泛性和互动的即时性也改变着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

方式。 既然“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

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

间。” [3]这就使得高校思政课面对青年学生时需要回

应理论困惑和现实问题,在凝聚社会共识过程中必

须改变原有的话语情境、话语内容、话语主体和话语

表达,顺应互联网时代突破时空范畴、实行平等交

流、主张主体参与的时代特点,将“互联网+”的教学

形式贯穿在教学过程尤其是注重学生主体性发挥的

实践教学过程之中,通过智慧虚拟场景,探索虚实结

合的全新实践育人空间,以适应全媒体时代发展的

现实要求和青年学生“网络原住民”的群体特征。

二、四维递进落实育人目标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四步法设计的基本遵循在

构建“大思政课”的时代背景中深化实践教学探索,
需要依据教材内容,毕竟任何实践教学模式的建构

和实际对策的探索,都要围绕于教学内容、契合于教

材体系并且建立于一定的学理依据。 但又不能仅仅

依靠于脱离实际的理论想象,否则会陷入“纸上谈

兵”的空想,要进入广阔的社会空间,运用丰富教学

资源构建实践大课堂的格局。 如前所述,借鉴建构

主义学习理论,笔者从“知识体系” “社会情境” “协

作交流” “意义建构”等方面开展实践教学,进而对

接“知”“情”“意” “行”四个方面实现学生良性发展

和育人目标的最终实现。

(一)以知引情:以经典感悟巩固课堂的理论知识

　 　 “满足认知冲动容易使人主观上有满意感。” [4]

作为理论课堂的延伸,实践教学同样注重知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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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学习,即通过经典文本原始文献的拓展阅读,
以经典感悟对课堂的理论知识进行巩固和深化,从
而将“知”从学生对于知识、规律、本质的理解和感知

拓展到学生对于世界、对于时代的看法。 文本作为

记录历史的重要方式有着不可取代的可信度,作为

补充课堂教学的呈现方式也有着不可代替的专业

性,实践教学通过对于经典文本和原始文献的运用,
尤其是通过学生在阅读文本过程中对于文献的时代

背景、核心观点、历史影响等方面的梳理不仅会对课

堂教学起到承接和深化的作用,也会对整个实践教

学形成正向的“首因效应”。 比如,在课堂教学中讲

授“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时,可以

引导学生阅读《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完整文本

以及文本诞生的全部过程,感受彼时毛泽东面对中

央对于井冈山根据地的担忧和根据地人们关于“井

冈山的红旗能够打多久”的疑问,所做出的“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有力回答了整个过程,进而延展到现

实广阔空间,增强学生对于当今时代背景下社会主

义中国如何坚持自身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刻体认,引
发学生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同其所处的资本主义世

界环境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与世界

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的阶段性、过程性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矛盾”
等重要理论问题的延伸性思考。

就文本而言,其本身理论性较强甚至有些晦涩,
单纯强调学生自主学习会在实践教学之初困难重

重,于是教师的引导至关重要。 教师可以通过“推

出一次文本展览”的活动方式,带领学生寻找文本、
感悟文本、展示文本。 展览通过直观的视觉感受将

理论学习中的抽象概念通过历史文本的具体载体

呈现出来,也通过文本的权威解释将正确的理论从

繁杂的信息资源中筛选出来,因而能够满足学生将

教材体系转化为知识体系过程中的理论需求。 如

《思想道德与法治》第三章“弘扬中国精神”的学习

可以拓展阅读《中华民族的人格》 (张元济编著) 、
《中国精神读本》 (王蒙主编) ,从鲜活素材中汲取

不竭精神动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课程中,引导学生深入阅读《习近平谈治

国理想》 (四卷本) 重点篇目、《习近平的七年知青

岁月》 《习近平在正定》及“习近平足迹系列” 等系

列书籍,从中感悟“实践出真知” 和“ 思想指导实

践”的伟大力量等,同时还可以引导学生课下自主

收集和扩大阅读和分享范围。 而无论是哪方面的

内容,教师都需要引导学生基于对权威观点的理论

需求,搜集文本、整理材料并统筹布局,最终形成诸

如“星火燎原·峥嵘岁月” “中国精神系列主题展”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等线下的实际展览。 展览

开始后,辅之以专题网页的方式进行网上展览,组
织学生对参展学生进行随机采访并投放平台,在激

发学生积极性的同时保持文本展览长期发挥作用,
最终实现学生在理解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关注现

实、关心时代。

(二)以情通意:以特定情境引发学生的共情共鸣

　 　 列宁认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

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 [5] 。 “情” 反映着思政课

实践教学的温度,作为人类心理结构的核心部分,影
响着学生价值观念和意志信仰的生成发展。 通过创

设教学“情境”,将知识理解与特定情境相结合,形成

学生的背景性知识经验,帮助学生理解理论的复杂

性。 实践教学可以通过虚实结合的场景参观体验,
在“知”的基础上通过特定的情境增强学生关于时代

问题的内心体验,引发学生的对于时代发展的共情

共鸣,激发学生投身现代化强国和民族复兴建设的

真挚情怀。 比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八章“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

索”所涉及到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良好开端”
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关系的内

容,学生往往会忽略初步探索时期的成就,而关注曲

折。 课堂教学的理论引导固然重要,而通过特定情境

来帮助学生回到历史、体会时代所带来的现实冲击感

也能够帮助学生树立“大历史观”,理解历史脉络、客
观评价历史、产生历史共情。 因此,不仅可以带学生

参观“大跃进”历史遗存,也要带学生参观北京人民大

会堂、国家博物馆等建国初期十大建筑,帮助学生体

认尽管探索艰辛、发展曲折,但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

和坚强意志诸如“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同样值

得关注,当热爱、奉献、牺牲通过一系列的现实场景形

成感官冲击时,作为中华儿女的当代大学生的情感意

志便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得以建构。
实践教学的情景设置和实地参观会受到主客观

条件的限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其在思政

课教学中的广泛运用,教师可以通过虚实结合的方

式来设置丰富的实践教学场景、立体的实践教学空

间。 比如理解理想信念对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

要作用,可以通过创设实践学时走出学校小课堂,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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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韶山冲、走进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走进西柏坡、
走进梁家河、走进载人航天发射基地等地进行参观

调研;根据高校所在城市的红色资源情况进行虚实

结合的情境体验,运用虚拟技术手段产生沉浸感的

实践教学空间;自主建设虚拟场馆网站,通过 VR 全

景、VR 视频、3D 建模等方式还原真实情境,依托互

联网发展技术将实地情境迁移到网络平台,帮助学

生足不出户就能利用互联网红利感受不同时空的历

史脉搏;就理想信念教育而言,教师可以在参观过程

中引导学生思考如何面对人生的挫折、如何扬起理

想信念之帆不懈努力奋斗的问题,引导学生拍摄影

像资料,并且形成快闪、Vlog 等微视频,发布在网络

终端,进行二次传播,实现以虚实结合的特定情境引

发学生的意志情怀,即虚实结合的社会大课堂中实

现以“境”引“情”。

(三)以意促行:以交流交锋深化学生的坚定意志

　 　 “意” 意为意志、信仰,与“情”往往相伴随而发

生,但较于“情”而言更加持久、稳定、深刻,绵绵发力、
久久为功,影响着“行”的方式和习惯。 在实践教学

中,将学生的情怀转化为意志则需要一个通过聚焦问

题、解决困惑、讨论交锋,以协作交流推动情感走向信

仰,促进思考走向深入的过程。 协作与会话交流在主

体建构知识意义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学生经

过课堂的理论学习、文本的专业学习和情境的背景学

习,最需要的是解决各个环节中的困惑和问题,并且

在协作交流中将知识体系转化为互相认同的价值体

系,而主题研讨是群体直面问题最直接的方式。
如前所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第八章“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

索”内容的实践而言,经过“知”和“情”的学习和体

验,研讨主题可以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能否因为

初步探索时期出现的失误和教训否定该历史阶段的

重要作用;二是能否因为碎片化的历史“真相”否定

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历史地位和探索成果。 实践教学

之中,教师可以在参观革命纪念场馆所在地即时开

展实地主题研讨,研讨内容的设置来自于全媒体信

息传播过程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讨的目的指

向也是基于历史客观地评价领导人物而抵御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树立正确历史观、把握历史主流本质。①

研讨的方式可以是主题辩论、心得分享等多种方式,
需要学生经历“从网络上寻找对领导人评价的虚无

主义观点—以协作交流进行观点批判—用论文报告

总结观点完成信息发布”的过程。 该过程需要师生

的通力协作,特别是要强调在讨论中发挥教师的能

动作用,进行必要的引导和总结。

(四)以行践知:以意义建构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行”是主体的行为行动,是“知”“情”“意”的外

在表达和检验标准。 思政课实践教学作为指向实践

的课程,对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有内在的规定性。
意义建构是指对事物及事物之间在性质、规律等方

面建立起较为深刻的联系,在“辅助完成知识的系统

建构”“促进设计知识的综合运用” “激励对复杂问

题的创造性解决” [6] 等方面对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提供了思路借鉴。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经过知识体系向价值

体系的转化,经过“知” “情” “意”的文本感悟、情境

体验、协作交流已经在各方面形成了较为深刻的知

识体系、较为丰富的情感体验和较为坚定的意志信

仰。 但是思政课的实践教学不仅仅是观察和参观,更
应该是思考、研究与服务。 由此,实践教学的最后一

环是依托教学内容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促进学生在实

践活动中完成由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认知并指向实

践的整个过程,引导学生进行教学内容的意义建构,
进而推动实践活动走向实践、走向现实。 比如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第七

讲“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容之中,可以组织学生参

与“小院议事厅”
 

“立法直通车”“板凳民主”“网络议

政”等基层民主实践,引导学生成为组织者、参与者,
不仅可以帮助人民群众将基层建议形成提案,也可以

模拟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讨论基层建议如何解

决,其核心就在于提升学生研究社会、服务社会的实

践能力,进而明确历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可以说,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探索链条式进阶

传导,逐步推进以知引情、以情通意、以意促行、以行

践知,实现了“知” “情” “意” “行”和文本感悟、情境

体验、协作交流、意义建构的活动对接,从而构成了

思政课实践教学链。 需要注意的是,实践教学链要

依据课程内容的差异性设置实践教学环节。 从教学

目标上的“巩固理论知识—进行情境体验—深入探

讨交流—完成能力提升和价值生成”的设定出发,实

①2013 年 1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

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对历史任务的评

价,应该放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
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

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参见习近平著《论中国共产党历

史》第 56-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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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包括从抽象理论知识习得环节到感性体验理

论所生成的语境环节、再从理性与感性结合代入身

份、情感和思考的对话交锋环节,达成产出提出方案

解决问题的效能生成环节,环环相接,联动发力,重
点关注受教育者对于知识意义的主体建构是否完

整,关注受教育者能否运用形成于实践的理性认识

指导新的实践活动,关于受教育者能否在实践活动

中提高实践能力,若非如此,实践教学链就会被误解

而流于形式、被套用成为教条。

三、着眼长远完善育人机制:高校思政课实践

教学四步法的长效保障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链的探索与应用,能够通

过实践教学实现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逻辑,强
化高校思政课的时效性和有效性,推动实践教学长

效模式的生成,对于探索和完善高校全部思政课的

实践教学体系都具有丰富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实践教学各步骤各环节中

内容设置的规范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原则和内化外化规律使

得理论教学始终不能被实践教学完全替代,这就要

求实践教学的内容展开必须遵循理论教学内容,依
据已经成熟的理论教学程序来加强实践教学体系化

建设,制定符合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指导理念,明
确作为课程的实践教学应包括的教学目标、教学重

点、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等。 在具体的实施环节,尤
其要注意的是坚持问题导向。

问题导向的原则来自于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出于

对理论和实践的怀疑、困惑而想要去探究的心理状

态,能够激发人们深化已知、探求新知的思维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就多次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

略定力”,实现“纵深发展” [7] 。 思政课作为落实立

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就要“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
肩负着回应时代发展问题、引领学生价值取向的时

代使命。 这就使得作为思政课重要环节的实践教

学,必须回应历史进程中大学生的思想困惑,通过实

践教学让同学们体验时代课题的发展脉络和生成语

境,从而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国的历史

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和精神追求,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 比如

怎样引导学生客观公正的评价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历史中重大历史时期的这一重大问题,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四个历史阶段概括了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但其中最需要讲清楚的是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部分内容集中体现在《毛

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第

四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
这一章内容呈现的问题指向很明确,一是如何完整

认识初步探索阶段的建设成果尤其是理论成果;二
是如何正确认知初步探索时期的经验教训,防止以

局部的历史现象对这一阶段重要历史作用的片面

性解构;三是如何科学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

位,防止以碎片化的历史材料对领导人历史地位的

整体否定;四是如何主动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

史时期的关系。①

当然,这四个问题在理论教学环节都是重点,但
却因来自现实生活影响带来的“未完成性”,妨碍着

学生对于特定历史阶段和历史人物的准确认识和客

观评价。 这种“未完成性”之所以明显主要是因为:
第一,涉及这段历史时期的错误观点经由互联网传

播扩散对理论课堂教学形成了现实性冲击,其中已

经形成以重评历史、观点争鸣、否定革命为具体表现

特征的虚无主义思潮尤其值得警惕。 第二,学生出

于“猎奇”心态,会主动地甚至是下意识地关注繁杂

信息中的“非主流”信息,而且一旦被看似有根据的

信息所说服,那么对于课堂理论教学的内容就会呈

现出加倍的怀疑。 因此,基于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吸

引力和青年学生对网络生活的依赖性,如何将互联

网的优势运用于实践教学的全过程,通过学生主体

性的探索,有效解决理论教学的“未完成性”就是实

践教学链的设计出发点。

(二)强化主体参与,推动实践教学各步骤各环节中

师生定位的科学化

　 　 受到网络各种信息的影响,理论教学呈现“未完

成性”,但恰恰也说明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呈现出开

放性和探索性的特点,那么如何针对互联网传播的

部分错误观点,又利用好互联网优势引导学生完成

对于知识意义的主体建构,就成为实践教学的重点

内容。 换言之,实践教学链的展开和实施不仅需要

①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

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

时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要做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

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

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参见习近

平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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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教师的主导和引导作用,也需要激发学生参与

实践环节的主体意识。
发挥并强化教师的主导地位,需要认识到教师

在实践教学中的不可替代性。 其一,相对于学生在

学习的主体地位而言,教师作为实践教学的策划者、
组织者和引导者,在目标制定、推动实施和总结反思

的过程中影响着实践教学有效开展的程度,更是把

握着实践教学正确开展的方向,因而具有不可替代

性。 其二,相对于互联网的辅助作用而言,“教育信

息化体系不是一个单纯的基础设施的概念,而是一

个能力体系的概念” [8] 。 网络发展丰富了教学资源,
突破了课堂教学内容边界,对于构建“大思政课”是

非常重要的平台和资源,但是却不能直接推动学习

行为的有效发生。 实践教学不是单纯的上网行为,
这也使得教师以其专业的组织能力和设计能力在网

络实践活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就目前实践教

学的推进来说,教师主导性作用的发挥受到实践教

学教师素质能力的影响,因此要推进实践教学长效

发展,就需要通过机制的协调和制度的保障来增强

教师对于实践教学的信心,强化教师尤其是思政课

教师在实践教学的主导性作用。 协调机制主要体现

在奖励制度的保障上,以精神奖励和物质资助的方

式增强教师信心,扩大实践教学教师队伍,激发实践

教学教师队伍的主导性。
另外,“学习的实质是通过学生对新知识的接受

和理解,使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发生重组和扩展的过

程。” [9]实际上对于知识经验改组重构和意义重塑的

过程是需要学生自己来完成的。 思政课关注学生个

体发展,实践教学更加注重在强调共性的理论灌输之

外,激发学生反思性自主建构。 因此,有效的思政课

实践教学一定是学生主动参与和主动求知的过程。
但是受教育者的兴趣和惰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这就必须要处理好培养学生主体自觉和实行有效外

部约束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要改变学生当前由于受

历史和现实因素对于思政课尤其是实践教学的“漠

视”状态和“围观者”心态,利用学生对于互利网的生

活依赖和对于教学设计的参与兴趣,激发学生的主体

自觉。 另一方面要运用网络的痕迹管理和数据统计,
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持续观察和记录,使得学生从

被动接受评价转变为主动参与评价,形成过程性的评

价机制,以外在的约束力保证学生的主动参与。

(三)顺应互联网发展,推动实践教学各步骤各环节

中教学空间的时代化

　 　 全媒体时代使得实践教学更多会依托互联网

络,那么可以运用全媒体技术制作穿越时空的虚拟

场景,即运用虚拟技术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感受

历史真实事件场景,充实信息和加载意义,用技术

手段支撑“大思政课”建设。 比如对中国精神的技

术呈现,开创新的实践空间,既可以运用于《思想道

德与法治》第三章“弘扬中国精神”的实践教学,同
样也可以运用于感受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所沉淀所

升华的精神底色、精神气质和精神品格,从而更好地

衔接理论教学、衔接校内“小课堂”,深化理论认识,形
成实践真知。 回应学生的理论困惑需要从理论文本

入手,用具象的可感知的场景或事实说话,为此可以

进行实地或虚拟场景体验,带着问题意识深入研讨,
完成实践成果提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维能力和

行动能力。
另外,网络技术在实践教学联动步骤之中的运

用为实践教学的评价提供了平台支撑,全媒体的出

现使得实践教学的开展必须适应青年学生的生活方

式,让互联网贯穿于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 而这种

贯穿也使得实践教学更加关注个体性发展,更加强

调过程性考核。 一方面网络的发展打破了理论教学

中教师囿于课堂的“问” “答”局限,只能关注到少数

精英的困局,改变了大多数学生作为“课堂背景”的

窘境,使得个体需求在网络的全员参与和深度互动

中,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从而弥补课堂整体讲述之

外学生个性化的成长需求,也为教师多方面了解学

生需求、完善实践教学环节提供了技术便利。 另一

方面网络的参与使得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都在身份

识别和学习痕迹的精准管理中,利用后台统计和自

动赋分的功能,完成及时的数据统计,这位实践教学

的评价和考核提供了精准服务。

四、精益求精提升育人效果:高校思政课实践

教学四步法的实践检验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传播理论的基础上,还需要

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对

于价值性知识的习得和目标的完成不仅需要抽象的

理论讲授,更需要经过学习者的情感体验、实地体认

和价值认同,这就使得实践性学习和实践教学成为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笔者所在

高校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作为必修课纳入人

才培养方案,依托“知—情—意—行”实践教学四步

法,结合理论课堂的主题实践活动、学生暑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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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专业课的实践服务活动等开展了一系列

探索,效果显著。
文本展览引真“情”。 文本展览是关于“知” 的

主题实践,其作为思政课理论教学的延伸和实践教

学四步法的开端,不仅承接着理论教学在价值性知

识习得方面的“未完成性”,也为实践教学的开展提

供了正向的“首因效应”。 笔者所在高校在思政课实

践教学的开展过程中非常重视通过文本展览的方式

激发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于是结合传统文化、课程内

容、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推出了多次主题文本展览。
2018 年为庆祝改革开放,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结合思政课理论教学推出“改革开放与我”手绘

文本展览,将 1978 年 5 月 10 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

《理论动态》上发表的重磅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手绘展出,帮助学生了解了中国人民在改

革开放的艰难起步的过程上坚定历史选择改革开放

的历史自信。 2021 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保定市园林

局和保定市连环画收藏家,在保定市东风公园举办

连环画交流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连环画

藏本进行文本阐释,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传统文化的

创新性发展,也激发了学生对于中国党史和新中国

史的学习热情。
情境体验通实“意”。 情境体验是思政课实践教

学过程中最受学生欢迎的部分,它不仅适应着青年

学生对于世界的好奇心态,也是教育引导者运用具

体场景案例激发学生情感、引发学生共鸣的重要方

式,是学生形成价值认同的重要环节。 因此,河北农

业大学运用保定市各区县的红色文化资源,创设情

境教学场景,帮助学生在具体场景的时空变化之中

感悟历史纵深和时代发展。 例如在 2021 年五四青

年节,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思政课教师带

队组织学生到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进行现场教学,
帮助学生体悟 20 世纪大批中国青年在五四运动时

期,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知识和真理而赴法国开展勤

工俭学运动的情况。 引导学生在感悟 20 世纪五四

青年家国情怀的过程中,依据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

提供的历史材料和模拟场景,改编歌曲《少年》并拍

摄微电影《百年·少年》,获得河北省高校大学生微

电影展示活动二等奖。 如此,学生不仅体认到 20 世

纪五四先贤的家国理想,也在感悟各个历史时期青

年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坚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使命。

协作交流促力“行”。 协作交流是学生在思政课

实践教学过程中从感性认知走向理性思考的认识深

化,无论是文本展览的趣味性和还是情境体验所带

来的情感冲击,都需要经过理性思考升华为持久的

认同感,这是从“情”“意”到“行”的关键一步。 同时

协作与交流也并非单纯的思维碰撞,而是经过理性

的交流交锋形成书面的调研报告,提出关于社会发

展切实可行的建议。 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自 2016
年以来收集到学生的调研报告高达 1200 份,内容涉

及不同学科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获得国家

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6 项,省级立项 10 项,国家

级、省级奖励 10 项,极大地提升了学生关注社会、服
务社会、影响社会的思维和能力。

意义建构践真“知”。 意义建构是“行”的建构

主义表述,不仅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意义归宿,也是

践行理论知识体系并形成价值知识认同的最终环

节。 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每年面向全校所

有专业学生开设实践教学,在其人才培养方案里将

70%以上学时用在学生的实践活动之中,由思政课

教师帮助学生开展社会调研和志愿服务活动。 2022
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之后,学校 2020 级法学专业学生

深入农村基层开展二十大精神宣讲、最新普法宣传、
法治文化调研等活动,为乡村振兴贡献新时代新青

年的新力量。 除此之外,根据实践教学安排所形成

的实践团队高达 30 个,有二三百名学生参与到实地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社会服务之中,据统计,各类

实践团队获得国家和省级奖励高达 50 多项。 这不

仅是学生实践活动成果的有力验证,也是学生在践

行真知的过程中完成的意义建构和价值认同。
总之,讲好高校“大思政课”,客观要求在教学过

程中重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逻辑进路,也就必然

要求探索和完善实践教学的形式与效果。 当然,思
政课实践教学四步进阶并不意味将之模式化、固定

化,而是通过其差异化和针对性应用,贯彻实现对教

材逻辑体系中教学重点的层次进阶、逐步解决、最终

完成,促进大学生能够完整准确把握中国化时代化

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形成于实践的理性认识指导新

的实践活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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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universi-
ties

 

requires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form
 

and
 

effectiveness
 

of
 

practical
 

teaching.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effect
 

of
 

practical
 

teaching,
 

we
 

must
 

always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epistemology
 

to
 

build
 

a
 

practical
 

pattern
 

of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is
 

sense,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refer
 

to
 

constructivism
 

and
 

follow
 

the
 

tendency
 

of
 

the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this
 

way,
 

the
 

goal
 

level
 

and
 

ac-
tivity

 

system
 

of
 

practical
 

teaching
 

can
 

be
 

decided
 

on
 

the
 

basis
 

of
 

accurate
 

grasp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course
 

ma-
terials.

 

Therefore,
 

the
 

teaching
 

stages
 

are
 

intertwined
 

logically.
 

In
 

other
 

words,
 

the
 

following
 

stages
 

are
 

closely
 

linked,
 

such
 

as
 

the
 

acquisition
 

of
 

abstract
 

theoretical
 

knowledge,
 

the
 

context
 

of
 

perception
 

knowledge,
 

the
 

empathy
 

connected
 

to
 

the
 

dialogue
 

on
 

identity,
 

emotion,
 

and
 

thinking
 

via
 

the
 

combination
 

of
 

reasoning
 

and
 

sensibility,
 

there-
by

 

generating
 

the
 

stage
 

of
 

students’
 

output
 

and
 

putting
 

forwards
 

solutions.
 

In
 

this
 

approach
 

,
 

the
 

teaching
 

goals,
 

such
 

as
 

students’
 

mastery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improvement
 

of
 

thinking
 

ability,
 

and
 

generation
 

of
 

conceptions
 

and
 

values,
 

can
 

be
 

achieved.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is
 

study
 

explores
 

a
 

four-step
 

practical
 

teaching
 

model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ut
 

simply,
 

this
 

model
 

is
 

composed
 

of
 

the
 

following
 

four
 

sequential
 

steps,
 

namely,
 

using
 

knowledge
 

to
 

guide
 

emotions,
 

communicating
 

ideas
 

with
 

emotions,
 

promoting
 

actions
 

with
 

intentions,
 

and
 

applying
 

knowledge
 

with
 

actions.
 

Accordingly
 

these
 

steps
 

are
 

involved
 

in
 

the
 

extension
 

of
 

theoretical
 

class
 

gradually
 

and
 

the
 

practical
 

teaching
 

effect
 

has
 

been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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