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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政+”混合式教学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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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政+”混合式教学模式，以线上线下的融合为主，通过拓展思政理论课的教学空间，提升思政理论知识传输的效果，
使思政理论课衔接度更高，时代性更强。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思政理论课混合式教学仍然存在着较多的弊端。对此，具体探索
高校思政理论课混合式教学现状，针对主要存在的不足，探索混合式教学创新的路径，提出线上线下教学策略，促进线上线下教学
的融合，为思政育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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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education. By expanding the teaching spa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he effectiveness of knowledge transmis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s improved, mak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higher and more contemporary. 
However,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process, there are still many drawbacks in the blended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this regard, we will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lended teach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address the 
main shortcomings, explore innovative paths for blended teaching, propose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strategies,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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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时期背景下，全新的信息技术参与到思政理论课教学中，

催生全新的教学形态。与传统思政理论课教学模式相比较，混
合式教学改变了传统的教学空间，实现多个教学方式的有效融
合，不但符合思政创新改革的需求，也形成教学合力，更好地
服务于思政育人工作。但是在市政理论课教学创新的过程中，
对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对此，有
必要的展开探索，针对思政理论课混合式学现状，更新“思政+”
混合式教学模式，发挥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优势，促进思政理论
知识传输效果的显著提升。 

一、高校思政理论课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价值 
混合式教学模式主要是基于高校传统课堂教学，衔接线上

教学的一种全新教学模式，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质是网络课程
与传统课堂的融合，通过教学资源的整合应用，弥补传统教学
模式存在的不足，促进教学形式的全面革新。对于高校思政理
论课而言，构建“思政+”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拓展思政教学
新视角，增加思政理论课的感染力。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能够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向学生推送更具针对性的教学资源，
而学生学习选择性提升，可实现分众教学，使思政育人更为精
准，思政理论知识实现快速传递。与此同时，思想政治价值引
领，要遵循知、情、意、行的统一，不能局限于理论知识的传
递上，而忽视对学生行为的引导。而依托全新的网络平台开展
混合式教学活动，能够使思政理论课在大思政思维下，回应重
大现实问题，并正确引导舆论，使教学内容更贴合学生生活实
际，利用思政理论解决学生的思想困惑，使思政知识的应用范
围更广，思政育人的价值也逐步提升。在线下课堂中，针对线
上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补充和完善，使学生保持理想的思考，
又能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使学生保持较高的思政学习内生力，
实现思政理论知识传递效果的显著提升。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政+”混合式教学现状 
（一）教学资源挖掘不足，教学方法创新不够 
挖掘网络丰富的教学资源，弥补传统思政理论课程上存在

的不足，不断开拓学生知识视野，提升知识传输效果，成为思
政混合式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但是在思政理论课落实混合式
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对教学资源的挖掘不足，教学方式创
新能力较弱，造成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价值难以全面发挥。一方
面，在教师落实混合式理论课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能深入理
解学生的学习学习需求，教学资源挖掘力度不足，使思政理论
课还停留在表层知识讲授阶段，教学内容不能与学生的现实生
活相结合，造成资源的应用效果不佳。同时，混合式教学资源
还存在着研发周期长、供给不精准的问题，在教师缺少混合式
教学经验的情况下，教师不能对各类资源进行快速的整合，造
成教学资源无法实现精准的攻击。 

另一方面，混合式思政理论课还缺少一定的创新性，在教
学方法上，很多线下教学以传统的知识讲授为主，而线上教学
则偏重于自我教育，教师忽视对学生的引导，使思政理论课线
上线下教学方法缺少融合，不能实现优势互补，难以为学生的
理论学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二）教学载体智能程度不足 
思政理论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活动的实施，需要高校配

备完善的线上教学系统，并强化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水平，为混
合式教学工作提供支持。但是目前，在大思政建设的背景下，
很高校积极落实教学革新工作，但是在线上教学上投入不足，
很多教学软件更新速度慢，教学过程中资源推送、智能处理、
数据采集的工作效率有待提升，不能实现对学生问题的智能答
疑，造成思政线上学习的体验感较差，降低学生线上学习的主
动性。与此同时，思政理论课教师在落实混合式教学工作的过
程中，教师承担着课外辅导、资源开发、课堂设计的工作任务，
教师承担较大的教学压力，容易出现职业倦怠感。例如传统课
堂上教师一对多的交流方式，转变为多对一的交流方式，教师
工作量的增加，以及线上操作、视频制作、学习管理等全新工
作任务的出现，为教师增加较大的负担。很多学校没有考虑混
合式教学带来的创新变化，对教师的关注不足，造成智能教学
出现载体上的缺位，难以快速提升教学效率，无法达成“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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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改革的目标。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政+”混合式教学模式实施对

策 
（一）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构建功能完善、运行稳定的思

政+教学平台 
思政+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有效落

实，必须要在功能完善、运行稳定、网络保障的前提下才可真
正实现，并发挥其应用作用的。因此，为进一步确保思政+混合
式教学模式落到实处，真正发挥其应用价值，相关高校必须要
提高对此方面的重视，加大资金投入与平台研发力度，为落实
混合式教学模式提供重要支持与保障。首先，相关高校应紧密
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混合式教学模式，落实需求、特点及要求，
深入国内外市场加强研发力度，适当借鉴国内外市场各种学习
App 的开发经验、优势和特点，紧密结合本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思政+混合式教育要求。并在平台构建方面投入充足的人力、物
力、财力，积极研发专门服务于本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政+的智
能 App、教学平台。并保证教学平台协调统一，完善该平台中
的操作功能，包括在线讨论、在线学习、在线测试、在线客服、
意见反馈、功能引导等等。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提供平台支
持和保障。其次，还可通过借助微信公众号开发“微助教”“微
课堂”等学习窗口，教师和学生只需通过微信扫码即可创建、
加入课堂，该课堂应提高课前自主预习、课堂互动教学、课后
拓展学习多个环节。课前预习用于推送自主预习课件、预习演
练、视频观看和设置问题，满足学生多样化自主学习需求；课
堂教学用于小组在线讨论、情景创设、案例导入等，优化、创
新课堂教学模式的同时，简化课堂教学流程，节省教学时间，
增强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中的主观能动性；课后拓展环
节用于开展各种形式的拓展训练与知识巩固活动，还可利用微
课堂为学生发布实践作业，并实施作业考核。由此可看出，微
课堂具有应用简单、操作便捷、适合开展混合式教学等优势，
非常适用于混合式教学应用。此外，为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思
政+混合式教学的有效实施，相关学校必须要重视构建稳定的网
络基础设施，实现无线 Wi-Fi 覆盖全校，来保证混合式教学稳
定运行。 

（二）加强信息技术应用，深入挖掘、整合思政+混合式思
政教学资源 

为保证思政+混合式教学模式真正落到实处，持续提升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应紧密结合混合式教学特点及要求，
深入挖掘、整合、制作拓展性、混合式思政教学资源，打破传
统思政教材存在的局限性问题，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元、
覆盖广泛的教学资源支持。对于增强学生知识储备，开拓学习
视野，增强价值认同具有重要作用。第一，应重视发挥思政教
师职能优势，引导其紧密结合具体的思政教育内容，借助先进
大数据技术深入互联网挖掘与之有关的海量教学资源。并整合
制作成视频、音频、动画等形式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搭建拓展
性教学资源库，为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持。
第二，应尊重需求差异话，通过对学生身份信息、网络行为、
个性特点等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分析，了解其需求和个人喜好，
对线上思政课教学内容实施个性化定制。将与大学生喜闻乐见
的思政课教学内容制作成差异化教学课件，每节课中为学生分
别制定对应其学习需求和喜好的学习任务、教学内容和拓展资
源。并做好动态化更新，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思
政教育质量。第三，借助信息技术深入挖掘国内外时政新闻、
真实案例、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以及学生周围的舆论事件，
作为拓展性教育资源，制作成多媒体课件形式导入课堂。以案
例导入、任务驱动、小组讨论、情景创设等教学模式，鼓励学

生深入分析、挖掘这些拓展性资源背后隐藏的思政问题。并鼓
励学生勇于发出提问，及时回应大学生成长困惑，进一步增强
其价值认同。 

（三）引进思政+混合模式，推进思政理论课堂教育教学模
式优化创新 

思政+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高效化、高质量运用，必须建立在
保留传统线下课堂原有优势的基础上，适当借助线上教学平台、
技术与资源，创新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实现线上线下相互支撑、
优势互补，构建灵活的思政教育课堂。努力实现以学生为中心、
尊重学生课堂主体地位、因材施教的教育要求。首先，以线上
知识传授和内容拓展为重点，灵活利用数据模型建构、知识图
谱分析以及自适应学习算法为学生进行精准画像，制定个性化
学习内容，提升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和认同。然后，
线下教学以理论知识内化和价值升华为重点，摒弃传统填鸭式
教学模式，采用情景式、启发式、问题驱动式、引导式教学法，
在课堂中积极组织读书沙龙、问题研讨、专题演讲、小组辩论、
趣味竞赛以及师生对话等教学活动。帮助学生精准解答现实生
活中的思想困惑和价值疑惑，回应学生现实关切，解决学生思
想难题，使思政理论知识变得更加接地气、有底气，学生更易
接受。 

结语 
总而言之，在全面落实思政教育改革下，全新的智能技术，

催生混合式教学新形态，为传统思政理论课程带来创新的机遇。
但同时，也对思政理论教学提出新的要求。面对创新机遇，很
多高校支持力度不足，忽视线上教学资源的开发，造成线上线
下难以相互补充，思政理论课混合式教学活动实施的效果达不
到预期。对此，需要高效加大投入力度，搭建功能完善的思政
教学平台，并加强信息技术应用力度，深入挖掘思政理论课的
教学资源，为学生线上学习提供帮助与支持。针对学生多样化
的学习需求，建立混合教学模式，促进理论教学方式的全面革
新，不断增加思政理论课的感染力。同时在课堂之外，加强学
生思想的领导力，使高校全新的智能教学系统，弥补传统可能
教学的不足，形成思政课教学上的合力，更好地服务于思政理
论课程的创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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