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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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党建工作的重点是思想政治建设，高校应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加强与改

进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从以下方面入手：采用多元互动的教学方式，引导和

培养学生对政治思想相关课程学习的兴趣；增加通识教育内容，充实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拓宽学生基础知

识；加强思想政治师资队伍建设，增强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有机协同；专业课内容与思想政治

内容同建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和育人合力；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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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肩负着培养人的重要使命，应致力于培养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大学生政治素养

和道德素质，这就要求新时代高校工作必须有党建

引领。高校党建工作重点是思想政治建设，巩固马

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用科学理论

培养人，用正确思想引导人。

一、加强与改进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必要性

一是现行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尚

需完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主要

是根据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进行全面规

划，制定统一课程，规定课 时，编 制 统 一 教 科 书、

参考书。课程包括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 论》和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等。［１］课程理论体系 系 统、完 整，有 助 于 学 生 接 受

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和信仰。但涉及伦理标准、伦

理规范的内容尚有不足。增强伦理思想政治教育有

助于为大学生正确处理个体与国家、社会与他人关

系提供伦理道德导向，这是维系和调整社会关系的

价值准则，也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牢固壁垒。

二是应对多元文化挑战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全

球化发展，各国间的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交

流与冲突随之显现。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学生有更

多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思想观念容易受到西方文

化的冲击。由于国内外高等教育模式上的差异，多

种文化的碰撞使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学生处于观念

碰撞、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信 息 场 里。［２］对 多 种 文 化

与思想并存、交织环境中的大学生来说，强烈的求

知欲与不完善的人格、不完整知识结构的矛盾，使

其极易受到各种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加强和改

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让学生实现传统美德与现代品

质融合、民族精神与国际视野并存、远大理想与扎

实专业技能共有、传统文化与创新创业意识 共 存，

以应对多元文化的挑战。

三是社会转型对大学生思想政治 工 作 的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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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大学生的价值观和思

想受社会转型的影响，呈现思维活跃与理论 困 惑、

求实奉献与功 利 主 义、维 权 意 识 与 完 善 的 法 治 意

识、知识的广博与专业基础、凸显个性与全局观念

的矛盾，存在知而不行、知而错行、高知低行等道

德知行相背离、抗挫折能力弱的现象。这些问题需

要思政理论课教师结合时代特点，客观、全面地看

待、分析及引导学生，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四是大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大学时代是培养

学生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时期，许多为

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士具备勤奋善思、刻苦

敬业与积极向上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些优秀素质和

能力离不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中外合作办

学院校大多数学生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优越，很多学

生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逐渐养成娇生惯养的习性，

不愿意吃苦。［３］帮助学生改掉 不 良 习 性，使 其 身 心

健康发展，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加强与改进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思路

（一）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

教育部规定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修课程。这四门课程是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干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政治

理论的主课堂、主渠道，体现社会主 义 办 学 方 向。

在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主阵地作用的同时，结合学生思想特点，中外合作

办学高校应有针对性地辅以 “中国文化与大学生成

长”“思想修养与大学生成才”“批判性思维”“经

济法”“国际商法”“沟通学”等课程进行教学。

“中国 文 化 与 大 学 生 成 长”通 过 对 经 典 文 化、

转型文化、新兴文化、改革文化的介绍，告诉学生

传承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对当今中国乃至全球社会发

展及当代青年学生成长的影响和力量，增强中华民

族的自信心与责任 感； “思 想 修 养 与 大 学 生 成 才”

通过对中 国 国 情、中 国 历 史、中 国 政 治、中 国 法

律、思想道德修养的学习，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批

判 性 辩 证 思 维、国 际 视 野、学 识 素 养 与 独 立 人

格；［４］ “批判性思维”是 自 我 指 导、自 我 规 范、自

我检测和自我校正的思维方式，帮助学生多角度审

视自己的观念和决定，并最终采取明智的行动。经

济法是调整、协 调 经 济 运 行 中 经 济 关 系 的 法 律 规

范，学习 “经济法”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经济法

理论及相关法律、法规分析和解决经济生活中实际

问题的能 力。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中 国 加 入 ＷＴＯ，我

国的经济活动必须遵守 ＷＴＯ各项法律、法规和协

议。学习 “国际商法”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在 ＷＴＯ
框架下 从 事 国 际 商 事 活 动 法 律 实 务 的 操 作 能 力；

“沟通学”是学习运 用 各 种 能 力 和 技 巧，与 外 界 进

行包括语言、动作、思想等各方面交流，以达到和

谐共赢的目的。这些课程，都有助于帮助学生认清

是非，为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与良好的品质素养

奠定基础。

（二）采用多元互动的教学方法

目前，大部分教师熟悉课程教学目标、教学方

案、教学内容等，但课程教学主要是通过课堂进行

的。有的院校虽开设了学术报告、讲座等，但学生

都仅是听众，教学方法单一，影响教学目标的有效

把握，难以发挥实效性。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可

以采用专题式教学法。专题式教学指教师依据教学

大纲，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形势和学生关注的热点问

题，对教材的重点、难点进行专题讲授。中外合作

办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教学在内容设置上要

关注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的延展，培养学生立足本

国、关注世界的意识，提高学生理解 国 内 外 政 治、

历史和文化的能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走新时代中

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的 自 信 心。此 外，辅 以 教 师

“大班讲授”与学生 “小组讨论”的模式进行 “教”

与 “学”互动，将专题讲授与专题研讨相结合，既

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又结合学校实际，对教

材内容作必要补充和延伸，教学的着力点由知识层

面升华到培养 塑 造 学 生 的 世 界 观、价 值 观 和 人 生

观。

（三）发挥通识教育的作用

通识教育 是 社 会 生 活 各 领 域 知 识 和 技 能 的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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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内容涉及 哲 学、法 学、社 会 学、文 学、历 史、

经典阅读、传统文 化、高 等 教 育 等 多 个 领 域。［５］这

些内容基于教材又不囿于教材，是政治思想理论课

堂教学的延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倡导的 “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 “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爱国精神、“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富

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格精神、 “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见贤思齐的自律

精神、人伦和谐的 “和合”理念及勤劳俭朴、诚实

守信、尊师重道、敬老爱幼的美德等，都以其独特

魅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

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心灵

支撑。借助通识教育内容，充实思想政治理论课堂

教学，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

（四）加强思想政治课师资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涉及内容广，学校能否增强学生

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关键在于学校对思想政治理

论学习的理解及授课教师的知识结构。有的学校主

要由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辅导员兼任思想政治理论

课程教 学 工 作，这 些 教 师 知 识 储 备 相 对 匮 乏、单

一，难以保证教学的有效性。从中外合作办学院校

的实际情况看，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可以

采用专兼结合、以兼职教师为主体、专职教师为骨

干的模式，其中兼职教师由实践经验丰富的党政领

导干部、专 职 政 工 干 部 组 成，专 职 教 师 由 有 政 治

学、哲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背景的专任

教师组成。专职教师负责拟定课程的教学计划、教

学大纲、开展教研教改活动；兼职教师根据各自专

长选择专题，以学术专长开展课堂教学，以此增强

教学的有效性。

（五）增强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课教学 的 有

机协同

思想政治课内容广泛，学科背景多样，涉及多

种学科。专业课教学也渗透着思想政治教育 内 容。

如，讲授社会学课程，通过介绍费孝通教授，突出

我国多党合作制；讲授物理学课程，通过介绍史蒂

芬·霍 金 教 授，提 醒 我 们 善 待 地 球 等。从 不 同 侧

面，将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课教学相融合，实现

课程思想政治与思想政治课程有效结合。

在备课过程中，专业课教师有意识地从专业理

论或者专业知识延伸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借助

专业课的载体呈现思想政治元素，利用思想政治元

素培育学生的专业素养，让专业课与思想政治课在

多方面相互呼应，形成集群效应。专业课内容与思

想政治课内容同建同行，增强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

治课教学的有机协同，形成协同效应和育人合力。

（六）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思想政治理 论 课

教学效果

随着现代信息科技的飞 速 发 展，移 动 互 联 网、

大数据、云平台等新技术不断涌现，覆盖了教学的

各 个 层 面。高 校 可 以 利 用 ＱＱ 群、微 信 圈、

ＭＯＯＣ、微课等教学媒体，将通识教育内容融入大

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把枯燥、静态的知识变得

生动、富有情感，拉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促

进教师与学生的课内外交流、沟通。如，设立课程

ＱＱ群或 者 微 信 圈，课 前 教 师 将 要 讲 授 的 主 要 内

容、学习方法、参考文献等放在 ＱＱ群 或 微 信 圈，

供学生预习、讨论、下 载。利 用 ＭＯＯＣ将 某 个 知

识点、技能点上传，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也

可以 将 微 课 资 源 存 储 于 手 机、ｉＰａｄ等 移 动 终 端，

跨平台使用，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率。青

年学生喜爱新鲜事物，将信息技术与教学过程进行

融合，势必对学生产生吸引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１］国 家 教 委 ．中 国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德 育 大 纲（教 政

〔１９９５〕１１号）［Ａ］．１９９５－１１－２３．
［２］李小兰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思考［Ｊ］．教育教学论坛 ，２０１８（１３）：６．
［３］张勇，巫新建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的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与 学

生管理模式研究［Ｊ］．华北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０１）：１１９．
［４］周 琦 ．宁 波 诺 丁 汉 大 学 思 政 课 专 题 教 学 模 式 探

析［Ｊ］．浙江万里学院学报，２０１７（０６）：９２．
［５］刘 文 ．通 识 教 育 研 究 三 十 年：热 点 聚 焦 与 前 沿 探

讨［Ｊ］．教育评论，２０１８（０１）：３９．

９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