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DOI: https://doi.org/现代教育进展·第 02卷·第 08 期·2024 年 08 月 10.12345/xdjyjz.v2i8.19946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ocial Etiquette Courses under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of Open University Yanqing Branch
Fenglan Wu
Beijing Open University Yanqing Branch, Beijing, 102100, China

Abstract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social etiquette course of grassroots branches of Open University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erred to 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under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explor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practices of social etiquette courses under the blended learning mode, a suitabl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for this course has been constructed. By carefully designing course content, interactive discussions, and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activities,	students’	social	etiquette	skill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urses to enhanc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social etiquette courses urgently need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ense of mission in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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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放大学在混合教学模式下基层分校社交礼仪课程如何有效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简称“思政”）内容，以实现通识课与思
政教育的有机结合。通过对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社交礼仪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探索构建了适用于该课程的思政教学实施策略。
通过精心设计课程内容、互动讨论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等教学活动，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社交礼仪技能和思想政治素养。
社交礼仪课程作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课程之一，亟需融入思政元素，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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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开放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

在职成人学习者的使命。延庆分校不断探索在混合教学模式

下将线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了灵活多样的学习

途径。开放大学延庆分校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背景下探讨了

社交礼仪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整合将线上与线下的教

学优势结合，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灵活性和多样化选择。社交

礼仪课程作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学科，其与思政教育

的紧密结合，不仅拓展了教学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在培养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感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

外，思政教育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如何在非思政类课

程中渗透思政教育，已成为教育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混

合式教学不仅能激发了学生的主动学习精神，有效促进学生

的自主学习，同时对提升教学效果具有积极意义。

2 社交礼仪与课程思政融合的必要性

开放大学社交礼仪课程承担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修养、

职业素养教育。满足社交礼仪文化教育与时代发展进步的需

求，完成对成人学习者学历教育的同时也为终身教育奠定良

好的基础。培养学生的日常交往能力提升社交技能，而思想

政治理论教育则致力于强化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政治意

识。这两者在实践教学中的融合，旨在探索它们能否相互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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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共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1]。

2.1 成人学习者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开放大学的教育对象均为成人学习者，是社会主义的

建设者、是社会中坚力量。面对职场、社交、家庭等多种社

会场景的礼仪需求，掌握社交礼仪的基本规范、塑造良好的

个人形象是其学习的需求。引领成人学习者的思想和价值取

向需要进行有针对性地将课程思政与现实生活进行深度融

合，是社会交际必备的行为规范；也是自我素养提升的需要，

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塑将会对整个社会有巨大

影响。

2.2 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文明社交、以礼待人。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做人先学礼，时时有礼

处处有礼，社交礼仪伴随每一个人的终身。社交礼仪中蕴含

丰富的思想政治元素，每一个民族与国家都有自己独有的社

交礼仪规范。加强社交礼仪与课程思政深度融合，使得课程

更具思想性、针对性和实用性，也更具民族性和中国特色。

学习社交礼仪知识，提高礼仪素养，增强人与人的交往改善

人际关系；创设和谐社会增强竞争实力、助力事业成功，凝

心聚力创造更好的中国社会。社交礼仪有利于塑造良好的个

人形象；也是国民素养体现和国家文明标志；是民族文化、

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

学生在课堂互动、团队合作以及社会生活的表现中，

展现出了更加得体和自信的行为举止；在社交礼仪技能方面

的显著提升；其思想政治意识方面的积极变化。他们对于社

会现象和政治事件的理解更加深刻，能够在讨论中提出更加

成熟和理性的观点。在混合式教学环境下社交礼仪课程与思

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有效融合，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社交技能，

也加强了思想政治意识。

2.3 提升开放大学课程思政教学质量的需要
在开放大学混合教学模式下以思政为导向，以课中研

学为“抓手”强化课前导学、课后督学并开展个性化学习支

持服务形成全程支持服务体系。思想上“导”、行动上“帮”；

线上“引”、线下“研”激励学生克服困难持续学习的韧劲，

促成学生最终学习成果的达成提升教学质量，增强课程思政

的实效性。

3 社交礼仪与课程思政融合实施策略

3.1 挖掘思政元素渗入教学设计
教师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方案将国家法律法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元素与社交礼仪教学相融合，实现了教

学内容的完美整合。通过精心策划教学案例，学生能够深入

理解并践行日常交际中的基本礼仪，如称呼、介绍、握手、

名片、交谈、电话、拜会等，这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是对他

人的尊重和对社会关系维护的深刻理解。

2019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座谈会上，提出教学改革新思路，指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

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

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2]。深挖思政元素，加

强思想政治与社交礼仪课程的深度融合丰富课程思政内容，

构建深度学习课堂，善于运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

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释问题、处理问题，增强教育效

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公民道德建设，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充分发挥礼仪礼节的教化作

用。礼仪礼节是道德素养的体现，也是道德实践的载体 [3]。 

国家高度重视思政在礼仪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育人先育德”

北京开放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

创新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应用型人才，这就要求在教学过

程中注重课程思政和课程教学有机结合，做好思想和知识的

双重储备，满足培养区域经济合格建设者需求。

社交礼仪课是面对开放大学专科学生开设的通识课受

众面广，其课程教学目标与思想政治的教育目标一致。其次，

社交礼仪教学内涵包含课程思政的元素，挖掘其深度，使其

从隐性因素呈现现行教育效果，丰富其思政育人的案例拓展

其育人宽度，启迪清明唤醒礼仪意识，完善的人格素养、培

养责任感。

3.2 发挥混合教学模式优势充分调动教学互动
混合式教学法在社交礼仪课程中的应用有效整合了线

上与线下学习优势，显著提升了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并激发

其对学习的热情，学生在掌握社交礼仪的理论与实践技能方

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抓住课堂“主渠道”，增强课程思政

意识融入教学设计能力，覆盖教学全过程。在课堂讨论和模

拟练习中，学生展现出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积极关注与深入思

考，加深了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和认同。

教学互动环节，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者、研究者的作用，

利用线上平台的便捷性组织了一系列主题讨论会，聚焦于礼

仪行为、社会道德以及公民责任等重要议题，旨在激发学生

们积极发表观点和看法，成功地调动了作为参与者、承载者

学生们的参与热情，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来 [4]。学生们分享

了自己的理解和见解，还通过互相交流，深入探讨了社交礼

仪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每一个微小的行为，无论

是一个微笑、一个问候，还是一次帮助他人，都是社交礼仪

体现，行为无论大小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风貌。此外，

他们认识到个人行为与社会道德相互影响，作为公民有责任

通过自己的行为传递出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共同维护和提升

社会的文明程度。通过这种互动，学生们不仅提升了思考能

力，也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部分学生在网络学习环节的参与度

不足，这与在线学习环境对自律要求较高有关。同时，面对

面活动的参与度也有提升空间，这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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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案，以更好地引导学生全面参与，确保每个环节的学习

效果均能达到预期目标。

在未来的教学设计中，考虑引入线上线下、课堂内外、

理论与实践等更多互动性和参与性强的教学元素 [5]，如团队

协作任务、角色扮演游戏等，有望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对于

线上学习部分，增加即时反馈机制和激励措施，有助于保

持学习动力、提升教学质量，确保在虚拟学习空间中也能获

得充实而有效的学习体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

3.3 增强实践体验提升认知
组织线上线下社交场合交往、聚会、通联、宴会接待、

公共等模拟活动，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练习礼仪技巧，提升

认知强化社会责任感。情境模拟活动则进一步拓展了教学的

深度与广度，构建了接近真实的复杂社会环境，让学生置身

于模拟的社交场合中，面对各种挑战和冲突。在这些活动中，

学生不仅要学会运用恰当的礼仪来展现个人魅力，更要在遵

守法律框架内，展现出对社会正义的坚持和维护。例如，如

何在公共场合中正确处理道德困境，这些都是情境模拟活动

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学生能够在实际操作中学

习到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个人的道德底线，如何在

遵循法律的同时，还能够积极地促进社会正义。这种教育方

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社交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的社

会责任感和法治意识，为他们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精心设计的线下社交模拟活动，旨在为学生提供实践

平台，以便在真实且充满挑战性的环境下学习并应用礼仪知

识。这些活动覆盖从正式商务会议到高雅宴会接待等不同场

景，不仅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交际技巧和礼节规范，还培养

了他们在互动中的尊重、倾听与回应能力，以及沟通协调技

巧。在模拟商务会议环节，学生有机会扮演公司高管、项目

经理或客户代表等角色，准备会议议程，进行商业演讲，处

理谈判过程中的各种情况。这种模拟训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

专业知识和逻辑思维，也使他们意识到在商业环境中保持专

业形象的重要性。宴会接待模拟将学生置于高度社交技巧要

求的场合。他们学习餐桌布置、迎接宾客，以及用餐过程中

的餐桌礼仪。此外，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练习在不同社交场

合中的自我介绍、建立联系，以及处理突发状况的技巧。

在这些活动中，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

并在实践中体会到礼仪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活动

强化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认识到个人行为在社会中

的影响，以及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在各种社交场合中应

如何得体表现，尊重他人。这样的实践体验不仅提升了学生

的个人素养，也为未来融入社会、贡献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3.4 重视反馈评价提升参与度
在反馈评价方面，通过综合运用精心设计的问卷调查

与深度小组讨论，本研究细致捕捉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真实

反馈，倾听他们的声音，深刻理解他们的学习需求。这些珍

贵的反馈信息被灵活运用于教学策略的及时调整，确保教学

方法与学生需求紧密相连。这一持续改进的过程，不仅优化

了课程内容，使之更符合学生的实际需求，也显著提升了学

生对课程的满意度和参与度。在收集反馈的过程中，采用了

多样化的方法，包括在线问卷、一对一访谈、小组讨论、谈

体会等，以获取更全面、更深入的反馈信息。鼓励学生坦诚

地提出他们对课程的看法，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都是推动

进步的关键力量。在处理反馈的过程中，强调实时性和针对

性。一旦收集到反馈，立即进行分析，找出问题的核心，然

后迅速制定出相应的改进策略。只有实时地、针对性地处理

反馈，才能有效地提升教学质量。

在实施改进策略的过程中，注重实效性和可持续性。

定期检查改进策略的效果，如果效果不佳，及时调整，督促

教师重视、反思、提升以确保改进策略的实效性 [6]。同时，

在教学中融入持续改进的理念，让每一位教师都明白，教

学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这是确保教学活动持续进步的

关键。

4 结语

开放大学延庆分校在社交礼仪课程中实践混合教学模

式下的思政教学是可行且有效的。通过合理的课程设计、丰

富的教学互动和切实的实践体验，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社交礼

仪能力，也增强了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未来，应继续深化

教学模式改革，加强学生参与度，以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

育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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