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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country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novative construction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further enhanc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
ing, and gradually prepare for the foundation of a correct world outlook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country has gradually launched a new 
type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urses.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level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ole of culture penetration has gradually extended to people’s daily life.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ethod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the current stage,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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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高校的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创新建设。为了进一步提升传统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
逐步地为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做好基础准备工作，国家已经逐步开展了新型的高校思政教育教学课程。在改革开放层
次的加深下，文化的渗透性作用已经逐步地延伸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现阶段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的创
新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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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已经开始对文化教育体系进

行了全面的创新和改革，多元文化的思潮逐步取代了传统的

文化教学体系。国家内部积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外来

优秀文化的思想，以国家的精粹为主，不断地提升国民的思

想素质。但是中国文化的快速进步也给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教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部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满

足学生的基本需求，课堂效率质量较差，学生疲于思政课程

的形式主义作业，基本上对这门课程没有兴趣。对此必须要

逐步地转变创新教育教学理念以及课堂教学模式，为后续的

思政课程教学奠定基础。

2 社会发展对高校思政教学的作用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很多的新型理念以及决策已经开

始出现，对此国家必须要不断地传承新型的主流思想，积极

吸收国际的优秀传统文化，对西方国家的不良传统文化进行

抵制，排斥文化渗透以及文化占有。中国高校的思想理论课程，

由于其建设历史较短，大多数都是根据国家的基本策略来进

行课程内容的编制，对此，在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思

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丰富和完善，变革思

想教育体系 [1]。因此，高校可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开阔大

学生的思想境界以及眼界，完善学生对于社会的政治体系的

认知。但是与此同时，也给高校的思政教学带来了较大的挑

战，比如，国家内部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主流意识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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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矛盾的加剧以及技术的变化等等。

3 高校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

3.1 主体性地位受到挑战

在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下，中国高校思政教育的快速发

展具有双面性。高校思政教育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受到了

较大的冲击，校园内部经常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文化，使得大

学生的思想观念呈现发散式发展。由于大学生具有较大的好

奇心，对于国际的文化认知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在此社会背

景下，部分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非常淡薄，个人享乐主义以

及拜金主义思想观念浓重，盲目的崇拜外国文化，对中国社

会的主流思想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威胁。由于多元的文化时代

的不断发展，人民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变化，高校内部的文

化外接阵地地位受到了严重冲击，国际的潮流文化也在高校

内进行广泛传播，使得很多学校都开始承担起社会责任，缺

乏了对传统文化的坚定性信仰 [2]。

3.2 主渠道被取代性加强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中，中国学生往往只能从书

本上接收到外国的知识，渠道已经转变成了利用互联网来获

取相应的知识。这样的转变导致中国的精英分子以及普通群

众都开始逐步频繁地接触外来的文化，这就使得中国的高校

教育教学渠道面临着重要的挑战。由于网络文化传播的双面

性，很多落后且不健康的信息都会传播到中国，可能会使得

大学生受到国际文化的影响从而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扭曲，

不利于其后续的整体化建设和发展。对此，必须要逐步地加

强大学生的思政教育教学巩固思政教育的主渠道地位。作为

新型的媒体形态，新媒体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不仅延伸到了人们的生活空间，还实现了信息的自由解放。

对于接受能力较强的人，也开始成为了媒体的主要吸引群体，

这对高校的思政教育体系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3]。

4 文化背景下思政教育课堂的应对措施

4.1 建立健全相应的思政教育教学体系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对高校的思政教育课堂进行创新

改革必须要逐步地搭建优良的思政教育教学体系，坚持正确

的政治教育进行政治方向建设，坚持国家的正确领导方针，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核心载体思想，坚持中国主体思想文化不动摇，维持

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积极地坚持自己的原则，保护中国文

化不动摇，自觉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由于以互联网为基础

的手机、计算机等电子产品有强大的搜索功能，这使得学生

所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更加的快捷，在一个信息终端就可以

对网络上的其他地区的事情以及发生的事件掌握和了解，不

同地区的人通过互联网平台就能够进行互动交流，这使得高

校的思政教育教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必须要完善对教育教

学体系的有机管理，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提升品牌质量 [4]。

4.2 树立正确的民主思政观念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

作为文化对接的主阵地，很容易在社会的变化中受到外来文

化的冲击，对此，必须要树立起开放民主的思想体系，转变

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在教育教学中加强学生的主体认知，

保障其主体地位，积极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三观。在对高校大

学生思政教育教学时必须要严格理解国际文化之间的差异，

积极抵御不良文化的侵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践

行社会核心价值观，保证学生的思想开放性，加强大学生的

辨别识别能力，引导其建立起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在此期间，

正确的民主观念的养成必须要有专业性的社会实践进行有效

的支撑，这样可以积极地引导学生树立起正确的观念以及理

性的思想，为其后续的管理建设奠定基础 [5]。

4.3 学习外国优秀的中华文化

面对多元的社会文化背景，高校大学生必须要逐步地坚

持自己的主流核心思想，积极的引入外来的先进的思想文化，

取其精华，去其糟柏，对外来文化进行有效的识别和管控，

借鉴吸收其中的优秀观念，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进行有

效补充和学习，拓宽眼界，对文化进行正确的辨析，保护和

尊重主体的文化管理，将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到主流文

化建设中去，创新体制机制。对此，高校必须要加强思想的

时代性，根据时代的发展需求进行创新建设，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把握多元的文化背景，及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建设，

完善基础性的思政教育教学模式，建立起正确的思想观念目

标，使得学生成为主要的国家可造之材。但是在信息化的时

代发展下，必须要突破传统的空间技术限制，实现内容的在

线教学，提升高校师生的互动交流性以及便捷性，提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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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创造实效，增强高校思政课堂的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这也使得后续的高校教学面临着较大的发展机遇，促进高校

思政教育教学的可持续进步与发展。

4.4 实施信息双向教育教学管理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高校的思政教育教学必须要充分

地改善学生的基本信息的获取渠道，变革传统的教师传递信

息的教学体系与教学方法，注重师生之间的双向互动，逐步

地实现信息的传递管理。在此期间，必须要积极地应用参与

式的教育教学方法，创建风趣的教学环境，鼓励和引导学生

参与到课堂的教育学习中，增强师生之间的信息传输管理，

为教师的创新教学提供依据。除此之外，还需要积极地开展

多元化的思政主题活动，积极地通过语言表达帮助教师获取

自身的多元一体的信息，教师对其进行及时点评最后将信息

反馈出来，实现学生内部信息获取的完整性以及教学实践的

实效性。除此之外，还必须要积极地借助新型的主流媒体，

促进师生之间信息教学的双向交换与互动，加强教育教学建

设的一体化管理。对此，必须要逐步地利用新型的管理方式，

实现其体系化的教学模式的转变，提升其实际的管理成效，

促进技术的多元创新建设，逐步地进行教育教学的管理实践，

共同推进信息的有效传输以及稳步发展，以此来创新体系的

改变 [6]。

4.5 在教学中融入多媒体教学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新式的多媒体教育教学环境逐步

地为思政教育教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手段，丰富了教

育教学方法的运用和管理，也提升了教育教学的质量。而在

这种大背景下，多媒体的教育教学必须要在此期间得到广泛

的应用和使用。与传统的教育教学相比，应用多媒体教学可

以充分地提升思政教学的直观性以及趣味性，有助于实现思

政课程教育管理效果的多元呈现，对此，必须要保证其技术

的有机结合，共同实现思政课程的教育教学。随着新媒体技

术的创新建设，以多元一体化为主的网络课堂开始取得了较

为迅猛的发展和管理，对此，必须要逐步地打破时空的限制，

进行随时随地在线教学，分享多元的思政教育教学资源，逐

步地减少依赖于冗杂的教学任务，这样才能够集中精力发挥

其自身的解答疑惑的职能与作用，在高校思政教学中采用微

课教学可以帮助学生针对性的利用自身知识的短板实现思政

教育教学的有效监管。原有的、陈旧的教育教学方式不仅难

以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还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将学

生的兴趣激发，促进教育教学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国家越来越重视现有的高校思政教育

管理工作。对此，为了进一步创新高校思政教育教学的管控，

必须要充分贴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实

现教育教学的多方参与管理，加大不同的思政教育教学的建

设力度，创新体制化的管理实践，实现新媒体时代下的教育

教学创新建设，提升其实际的教学质量，促进其可持续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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