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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s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and paths for implemen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introduces the concept and significance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heory, emphasizes the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between educators, students, and parents,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causes of problem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teacher role transformation,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subject status, 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integration of campus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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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育人视角下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实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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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以协同育人视角为理论指导，探讨了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实施的对策和路径，介绍了协同育人理论的概念和意义，强调
了教育者、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合作与支持，分析了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历史演变、现实挑战及导致问题的原因，提出了教
师角色转变、学生参与与主体地位确立、教学资源整合与优化利用、校园文化与语文课程思政融合等方面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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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革，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在培

养学生思想道德素养、人文素养和创新能力方面的作用日益

凸显。而在协同育人的理念指导下，教育者、学生及家校社

区共同参与育人过程，成为推动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实施的重

要路径。论文旨在从协同育人视角出发，探讨如何优化大学

语文课程思政实施策略，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构建更加包

容与创新的教育生态。

2 协同育人理论

2.1 协同育人概述
协同育人是一种教育理念，强调教师、学生和家长之

间的密切合作与支持，共同参与学生的全面成长与发展。在

这一理念下，教育者不再是单方面的知识传授者，而是与学

生和家长共同构建育人环境、分享育人责任的合作伙伴。协

同育人强调个体差异的尊重与关注，注重发掘学生的潜能与

特长，激发其内在动力与创造力。协同育人也强调了家校社

区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将教育延伸至社会各个层面，为学生

提供更丰富、更全面的成长环境。

语文课程不仅是传授语言知识和文学经典的平台，更

是培养学生思辨能力、文化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

通过协同育人的方式，教师可以更好地倾听学生的声音，

关注他们的需求，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方

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家长的参与也能够加强

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形成良好的教育共同体。

2.2 协同育人在教育中的意义
协同育人强调教育者、学生和家长之间的紧密合作与

支持，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育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教育者

不再是孤立的知识传授者，而是与学生和家长共同育人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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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这种合作关系能够促进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提高

教育教学的效率和效果。

协同育人注重个体差异的尊重与关注，注重发掘学生

的潜能与特长。在协同育人的理念指导下，教育者会更加关

注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策略，满

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这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

动性，提高其学习动力和积极性。

协同育人强调家校社区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家庭、学

校和社区是学生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通过协同

育人的方式，能够加强家校社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形成良

好的育人氛围。家长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能够促进学校教育工

作的顺利开展，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协同育人强调全面培养学生的能力，包括思维能力、

创新能力、合作能力等。在大学语文课程中，协同育人的理

念能够促进学生的文学素养、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化自信心的

培养，有助于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更好地适应社会的

需要 [1]。

3 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实施现状分析

3.1 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历史与演变
大学语文课程思政作为一门综合性课程，其历史演变

与中国教育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起初，大学语文课程主要

注重语言文字的传承和文学经典的传授，强调培养学生的语

言表达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和教育理

念的更新，大学语文课程逐渐融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

要求，成为培养学生思想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

径。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更加强调培养学生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提升他们的思想品德和文化素养。

历史演变的背景下，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已经呈现出多

元化和开放性的特点。不仅包含了语言文字学、文学艺术、

传统文化等传统内容，还融入了当代社会热点、时事政治、

国家政策等实践性内容。这种演变使得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更

加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更具有启发性和针对性，有助于激

发学生的思维深度和创造力。

3.2 目前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实施情况与挑战
课程内容的更新与适应性不足也是一个问题，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新的思想观念、文化现象不断涌现，

但部分课程内容仍停留在传统范畴，未能及时更新。教学方

法的单一和教学资源的匮乏也是影响实施效果的因素。传统

的课堂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而教学资源

的不足也限制了教师教学的多样性与深度。学生的学习态度

与习惯也面临挑战。部分学生缺乏对语文课程的重视，只把

它当作一门应试科目，而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影响了课程的实施效果。在面对这些挑战时，也要看

到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实施情况并非全然灰暗。部分高校和

教师积极探索课程改革的新途径，引入了更多贴近学生生活

和社会实践的内容，采用了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

讨论课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校也加大了对语文教育的

投入，提升了教学资源的供给，为语文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

了保障 [2]。

4 实施对策与路径探讨

4.1 教师角色的转变与能力培养
当前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实施中，传统的教师主要扮演

着知识传授者的角色，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教师不仅需

要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更需要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思

想的引领者，引领学生探索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塑造良好的

思想品质。为了实现教师角色的转变，需要开展相应的能力

培养。教师需要具备丰富的教学技能，能够灵活运用各种教

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例如，某高

校的语文思政课程教师采用了案例教学法，通过真实的案例

引发学生思考，促使他们主动探索问题，这样的教学方式能

够增强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深度 [3]。

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够

与学生进行有效的互动与交流，促进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例

如，大学的语文思政课程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参与课堂讨论，

鼓励他们发表观点，互相交流思想，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教师还需要具备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能够引导学生进行

独立思考和批判性分析，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思维品质。

例如，某高校的语文思政课程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

批判性思维，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文本、提出问题、进行讨论

等方式，激发学生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教师还应不断提升自

身的学科修养和思想素养，注重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只有

具备了良好的师德师风和专业素养，教师才能更好地担当起

语文思政课程的育人使命，引领学生走向美好的未来。只有

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素质，才能更好地实现语文

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更好的保障。

4.2 学生参与与主体地位的确立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往往扮演被动接受知识的

角色，缺乏对课程的积极参与和主动性。为了提升学生的参

与度和主体地位，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主动性。通过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积极

参与课堂。例如，高校的语文思政课程教师采用了小组讨论、

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欲

望。在一次讨论活动中，教师设计了一个社会热点话题，要

求学生分组展开讨论，并在课后汇报自己的观点和想法。通

过这样的活动，学生不仅能够学习到新知识，还能够培养团

队合作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4]。

建立学生评价制度，鼓励学生对课程进行评价和反馈。

例如，大学的语文思政课程开设了学生评价小组，由学生

代表组成，定期对课程进行评估和改进。学生可以通过填写



68

现代教育进展·第 02卷·第 03 期·2024 年 03 月

问卷、提出建议等方式，表达自己对课程的看法和需求。通

过这样的评价制度，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体

现，促进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充分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开展线上学习和交流。例如，高校的语文思政课程

利用网络平台开展了线上讨论活动，学生可以在网络空间中

自由交流，分享学习心得和体会。这样的线上学习平台既能

够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需求，又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

交流，提升了学生的参与度和主体地位。

4.3 教学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利用
在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中合理利用教学资源

不仅可以提高教学效果，还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学习机

会和发展空间。针对教学资源的整合，学校可以建立多元化

的资源平台，整合校内外的优质资源。例如，大学成立了语

文思政教学资源中心，汇聚了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教学资

源，包括文学作品、思想政治经典、教学视频等。这样的资

源中心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有助于丰富课程内

容，提高教学质量。

针对教学资源的优化利用，可以借助现代技术手段，

提升教学效率和趣味性。例如，高校的语文思政课程采用了

虚拟实验室的形式，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了一个文学艺术

的虚拟场景，让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学作品的魅力。

通过这样的虚拟实验室，学生不仅可以加深对文学艺术的理

解，还可以提高学习的趣味性和参与度 [5]。

学校还可以注重教学资源的个性化定制，满足不同学

生的学习需求和兴趣特点。例如，大学为每位学生提供了个

性化的学习计划，根据学生的学科背景、兴趣爱好等因素，

量身定制了适合其发展的学习路径和教学资源。这样的个性

化定制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教学资源

的最大化利用。教学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利用还需要注重与社

会资源的对接和合作。学校可以与社会各界建立紧密的合作

关系，共同开展语文思政教育活动，丰富教学资源。例如，

高校与当地文化机构合作举办了一次文学讲座活动，邀请知

名作家为学生讲解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内涵，这样的活动

不仅丰富了课程内容，还开阔了学生的学习视野。

4.4 校园文化与语文课程思政的融合
校园文化与语文课程思政的融合不仅可以丰富校园文

化内涵，还能够深化语文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为了实现校

园文化与语文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合，需要采取措施借助校园

文化资源和语文思政课程平台，提升学生的思想品德和文化

素养。学校可以利用校园文化资源，丰富语文课程思政的内

涵。例如，大学校园内建有文学艺术馆，展示了丰富多彩的

文学作品和艺术品，学校可以将这些资源融入语文课程思政

中，通过参观和讲解等方式，让学生深入了解文学艺术的魅

力和思想内涵。通过校园文化活动，促进语文课程思政的跨

学科融合。例如，高校每年举办一次文化艺术节活动，吸引

了众多学生参与，学校可以将语文课程思政与文化艺术节结

合起来，开展相关的主题演讲、文学作品展示等活动，引导

学生思考和探讨与校园文化相关的重要问题。学校还可以

通过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语文课程思政氛围。例如，

某大学在校园内设置了文化长廊，展示了学校的发展历程和

文化传统，这样的长廊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学校的历史和文

化，还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文化自信。通过开展校园

文化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例如，大学

每年举办一次社会公益活动，邀请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学校

可以将这样的社会公益活动与语文课程思政相结合，通过相

关的主题讲座和讨论，引导学生思考社会问题，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和人生观 [6]。

5 结语

在协同育人的理念指导下，论文提出了一系列优化大

学语文课程思政实施的对策和路径，旨在促进学生全面成长

与发展，构建更加包容与创新的教育生态。教师角色的转变、

学生参与与主体地位的确立、教学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利用以

及校园文化与语文课程思政的融合等方面的对策，将有助于

提高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

养和社会责任感。在今后的实践中，需要不断总结经验、积

累经验，进一步探索适合本校实际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不断

提高教育质量，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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