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玉凤：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智慧教学行动研究

一、思政课智慧教学实践

教师是创新的主体，在教学中开展研究，生成教学智慧，推动教学创新，践行以

生为本的教学理念，采用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学习参与度，构建思

政生命课堂。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简称“纲要”课程）为例，设计智慧教

学创新思路。

图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智慧教学创新设计思路图

（一）以生为本，构建生命课堂

思政课“生命课堂”的构建，就是要在各个教学环节充分体现“知识体悟，能力

互动和情感熏陶”，让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积极动口、动脑、动手，在积极参与中完成

知识建构、能力提升和情感培养。思政课教学终极目标是铸魂育人，在《纲要》课教

学过程中，主动落实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关注学生学习过程，学习效

果和学生全面发展，让每个生命个体融入课堂的丰富生态，感悟生命价值。

（二）两性一度，厘定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设计之纲领，引导教学活动组织开展。在《纲要》课教学过程中，

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结合学情分析，从教学性、指导性、可达成性等角度设计教学目

标，体现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实现知识建构，能力提升、情感培养和价值塑造，

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三）以学定教，精选教学内容

SPOC 平台选用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MOOC，学生结合教材可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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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线下教学内容兼顾学科前沿，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

史内容融入《纲要》课程教学，逐步探索《纲要》课程与专业相结合内容；开展专题

教学，不照搬教材，不脱离教材，又高于教材，将教材体系转变为教学体系；结合学

生需要，融入考研真题，引导学生乐学，善学。

图 2 《纲要》课程线下教学内容图示

（四）灵活多样，优选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在《纲要》教学过程中，教师依据教学内

容和学生特点综合选择教学方法，如启发讲授法、问题教学法、合作探究教学法等，

引导学生转变学习方式，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多向互动，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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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纲要》课程教学过程及主要教学方法图示

（五）线上线下，创新教学模式

基于 SPOC 的《纲要》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以人本主义教学理论、建构主义教学

理论和主体教育理论为指导，线上教学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为主，学生学习 SPOC 平台

国家精品课程，做好预习笔记和预习检测，并反馈预习问题。线下校本化课堂教学，

教师结合学生预习反馈进行教学设计，采用专题教学，精选教学内容，组织教学活动，

多向互动，调动学生参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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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 SPOC 的《纲要》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图示

（六）促进发展，改革教学评价

《纲要》课程教学激发学生全员深度参与学习，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因此，在评

价方式上，采用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在评价主体上，采取生生互评和师生互

评相结合。实现了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评价方式多样化，评价主体多元

化。

图 5 《纲要》课程教学评价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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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SPOC 平台学习数据记录图示

（七）与时俱进，更新教学手段

开展“互联网+教学”，将现代教育技术融入《纲要》课程教学，选用雨课堂教学

软件，能高效推进师生课堂互动，通过智能终端将课前、课中和课后连接起来，充分

开发学生主动参与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完善课堂教学体验。优选国家精品课搭建 SPOC

平台，营造智慧教学环境，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二、思政课智慧教学成效

《纲要》课程 SPOC 混合式教学模式，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

法、教学手段和教学评价等方面系统地进行教学改革，有效激发了学生学习参与热情，

激活了思政课堂，促进了学生的发展和教师的成长。《纲要》课混合式教学满意度调

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 142 名学生中，对课堂教学满意度高达 99.3%，线上教学满意度

超过 95%，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满意度达 95.78%；学生从教学资源、教学软件、教学

方式和学习收获等方面进行的教学反馈也显示了较好的评价。教师是智慧教学的实施

者，教学相长，教研相长，开展行动研究，发现教学问题，探究解决方案，生成教学

智慧，实现教研促进教学，教学支撑教研的良性循环。教学创新促进了团队教师的成

长，提升了教学创新能力，团队获得 2021 年甘肃省首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

（项目参与人：王晶 任谦 李昊轩 石琳 张欣宇）

（项目完成单位：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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