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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思政课实践教学开展现状 

 

   ★有明确要求（教育部教科【2011】1号文件）； 

   ★没有全国统编教材； 

   ★理论课全国统编教材变化太快； 

   ★各高校根据自己的理解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 

   ★思政课实践教学开展情况可谓“五花八门”； 

   ★高职院校生源质量差； 

   ★是各高校必须探索研究的新课题。 



         提纲： 

         一、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依据 

         二、如何定义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科学内涵 

         三、目前思政课实践教学环节存在问题 

         四、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五、我院的做法 



 一、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意见》（中央【2004】16号文件）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
与政策教育的通知》 

      ★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标准（暂行）》（
教科【2011】1号） 

      ★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
见》（教思政【2012】1号）。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高等学校&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高等学校&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形势与政策&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形势与政策&fr=qb_search_exp&ie=utf8


 

     二、如何定义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科学内涵 

 

    ★广义的实践教学：不仅包括社会实践教学,还包括课堂
实践教学和校园实践教学。 

    ★狭义的实践教学：仅指以实践为载体的教学环节。 

    我们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不仅外延不能太窄,
而且还要结合受教育对象的实际需求明确其具体内涵。
按照教育部《课程建设标准》的规定规定，我们所要探
讨的是狭义的实践教学。 



     ★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定义：以围
绕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为教学依据，
以理论教学为基础，紧密结合当前社会形势和学生
思想实际，在任课教师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进行的思想教育实践活动，是高职院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一个重要环节。 

     ★ 或者说，它是为配合理论教学，培养学生运用所
学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综合
素质和实践能力的提高而设置的以实践形式为手段
的教学环节。 



   必须厘清两方面关系： 

 

   ★ 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关系 

 

   ★ 实践教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二、目前思政课实践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 

        
    ★思政课实践教学环节操作难；  
    ★思政课实践教学环节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教学
体系；  

    ★思政课实践教学过程难以具体操作指导 ；  
    ★思政课教师和教学环节实施经费难以保证；  
    ★思政课实践教学环节的考核机制方面的问题。 



       四、如何构建高职院校思政课在实践教学体系 

    （一）目标体系 

     ★知识目标：巩固和拓展课堂教学 ；加深对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观的认
同感；增加学生对社会生活的贴身感受，发现社会生
活中的真善美；逐渐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能力目标：提高学生的组织、策划、协调以及沟
通等方面的能力 ；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的认识
；锻炼他们服务社会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 

     ★素质目标：在现实生活中探究道德和法律问题，
坚定理想信念，明辨是非，明辨真善美与假丑恶，
不断完善自我，从而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
律素质。 

 



     （二）内容体系 

      不同课程的实践教学内容有所不同，具体的讲要根
据课程的培养目标来确定实践教学内容，应与理论
课教学相匹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课主要是通过增
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观念，重点把握道德理想
教育，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所以实践教
学内容的重点是情感的体验和行为养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重点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教育的最有说服力的课程，所以实践教
学内容的重点应是理论水平的提高。 

      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容，主要包括：概念诠释、案例分析、
问题解剖、历史再现、情境模拟、采访调查等，校内实践堂
主要是第二课堂活动，道德文明实践活动、人际关系实践活
动等各种实践活动，把校内外的教学形式加以整合与统筹，
形成一套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编写适合高职特点和学生需
要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大纲和教材。 



      以上思政课实践教学内容要通过不同的教学形式
展现出来，概念诠释、案例分析、问题解剖、历史
背景再现、情境模拟等实践教学内容要在理论课教
学时通过课堂实践教学的形式来进行；道德文明实
践活动、人际关系实践活动等主要通过校内实践课
堂，即第二课堂来进行；采访调查主要通过校外实
践课堂进行。 



          （三）管理体系 

 

           ★实践教学组织管理 

 

           ★运行管理 

 

           ★制度管理 

 



       

     （四）评价体系 

      要充分发挥考核的引领作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课学生成绩的考
核要把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纳入该门课实践教学考
核之中。 

      还要把课堂表现、出勤情况纳入考核之中。 



      五、我院的做法 

 

     （一）如何构建思政课实践教学内容 

      ★ 2012年出版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
践课指导教程》 

      ★2014年又按新教学大纲编写出版了《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路体系概论实践课
指导教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课内容的构建 

        ★开篇 ——了解社会调查 掌握实践方法 

        ★与理论课教材相匹配,每章设计了六个部分： 

                  知识框架 

                  重点难点 

                  经典宣读  

                  材料拓展 

                  案例点评 

                  实践课堂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课教学内容的构建 

      ★与理论课教材相匹配,每章也计了六个部分:   

                知识框架 

                概念诠释 

                疑难解析 

                历史剪影 

                经典宣读 

                实践课堂 



 

    （二）思政课实践教学考核机制的构建 

      每次实践课堂均有评价标准 

        其实，实践教学的考核，已经不单纯是思政课实践教学本身的考
核问题，它涉及整个思政课的考核机制改革 

  中共中国环境管理管部学院委员会 
中环党字（2012）第27号                    签发人：黄香 

———————————————————————————  
  
       中共中国环境管理干部27学院委员会 
关于印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考核办法  
       及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 
        考核办法及实施细则（试行） 
 
   一、课程性质与作用（略） 
  二、考核原则（略） 
  三、考核内容及细则 
  本课程考核内容分为四大模块，即：理论学习（55%）+实践课堂（

20%）+理论课堂表现（15%）+平时    表现（10%）=总成绩。 
  为方便教务系统成绩登统，采取两大模块进行实际操作和成绩录入

，即：理论课（满分100分）+【实践课堂（满分45分）+理论课课堂表现
（满分30分）+日常行为规范（满分25分）】（三个模块总分也为100分
）=总成绩。实施细则如下： 

          



  （一）理论学习模块 

   1、理论课期末考试（100分）。 
   2、期末考试采用开卷形式 
   3、考试题型： 
  （1）单项选择题（共30题，每题1分） 
  （2）材料分析题（共7题，每题10分） 
   4、考试内容：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考试大纲为主。 
   5、每位任课教师各出一套试卷，由教研室和马列部审核后，交由教

务处随机抽取。 
   6、理论课期末考试卷面分数未达到40分，本课程做不及格处理。  



  （二）理论课课堂表现模块（30分） 
  （1）出勤情况（10分），计算方法：全勤（10分）；旷课一次扣3

分，三次以上扣10分；迟到或早退每次扣1分，10分扣完为止。 
      本课程理论教学为46学时，不论何种原因（事假、病假、旷课）

，学生累计出勤未达到16学时者，本课程做不及格处理。 
  （2）上课情况（10分），计算方法：基准分为5分，发现有下列情

况之一者：上课睡觉、玩手机、交头接耳、吃东西等，每次扣1分
，10分扣完为止；有以下良好表现者：正确回答问题、积极播报
时政、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等，每次加1分，加到10分为止。 

  （3）完成作业情况（10分），计算方法：按教师要求打分。 



    （三）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模块（25分） 
     由辅导员老师组织并参与意见，以学生行政班级
为单位，通过主题班会的形式，根据《中国环境
管理干部学院学生守则》中规定的“大学生日常
行为规范”，师评与同学互评相结合，给每个学
生的日常行为表现打分，发现有违反“大学生日
常行为规范”行为的一次扣1分，严重违纪一次
扣5分，25分扣完为止。 

 



      （四）实践课堂模块（45分） 
       1、校内实践课堂（22分，由任课教师从以下项目中任选2项，计4课时） 
         （1）制定三年大学生活规划； 
         （2）采访学院先进人物； 
         （3）校园普法问卷调查； 
         （4）对不文明现象进行调查； 
         （5）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与爱国行为调查研究。 
          具体要求：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课指导教程》中的规定执行。 
      成果形式：每位学生的校内实践课堂项目完成结果和参与实践活动情况以word或

者ppt的方式呈现，以电子稿形式，以班级为单位建立电子档案（一个学生一个
文件夹），由课代表交给任课教师。 

      计分方法：每项实践课堂满分11分，评判标准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
课指导教程》中的规定执行。 



      2、校外实践课堂（23分，每位学生任选1项，寒假期间进行，计4课时） 

     （1）走访创造有价值人生的典范； 

     （2）收集整理家乡的民间传说、革命故事和改革开放以来的道德新风尚； 

     （3）以学生家庭为对象对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进行调查研究； 

     （4）旁听法院案件审理。 

      具体要求：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课指导教程》中的规定执行。 

      成果形式：每位学生的校外实践课堂项目完成结果和参与实践活动情况以word或者
ppt的方式呈现，以电子稿的形式，以行政班级为单位建立电子档案（一个学生一个
文件夹），由课代表于下学期开学后1周之内交给任课教师。 

      计分方法：校外实践课堂满分23分，评判标准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课指
导教程》中的规定执行。 

      四、附则（略）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马列部文件 

          中环院马字【2013】第 1号 

 ——————————————————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马列部 

 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课程考核办法及实 施细则（试行） 



       

        三、考核内容及细则 

      本课程考核内容分为三大模块，即：理论学习（60%）+
实践课堂（20%）+平时表现（20%）=总成绩 

     为方便教务系统成绩登统，采取两大模块进行实际操作
和成绩录入，即：理论课（满分100分）+【实践课堂（
满分50分）+平时表现（满分50分）】（两个个模块总
分也为100分）=总成绩。 

       



       实施细则如下： 
       （一）理论学习模块 
        1、理论课期末考试（100分）。 
        2、期末考试采用开卷形式。 
        3、考试题型： 
       （1）单项选择题（共30题，每题1分） 
       （2）材料分析题（共7题，每题10分） 
        4、考试内容：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考试大纲

为主。 
        5、每位任课教师各出一套试卷，由教研室和马列部审核后，交由教务处随机

抽取。 
        6、理论课期末考试卷面分数未达到40分，本课程做不及格处理 



      （二）平时表现模块（20分） 
      （1）出勤情况（10分），计算方法：全勤（10分）；旷课一次扣3分，

三次以上扣10分；迟到或早退每次扣1分，10分扣完为止。 
      本课程理论教学为72学时，不论何种原因（事假、病假、旷课），学生

累计出勤未达到24学时者，本课程做不及格处理。 
      （2）上课情况（10分），计算方法：基准分为5分，发现有下列情况之

一者：上课睡觉、玩手机、交头接耳、吃东西等，每次扣1分，10分扣
完为止；有以下好表现者：正确回答问题、积极播报时政、积极参与课
堂讨论等，每次加1分，按时完成作业每次加2分，加到10分为止。 

      （三）实践课堂模块（20分） 
        1、校内实践课堂（10分）； 

        2、校外实践课堂（10分）。 
        具体项目由任课教师从教学实际情况确定。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马列部文件 
               中环院马字【2012】第 1 号 

     ———————————————————————————————————
——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马列部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考核办法及实施细则（暂行） 



      三、考核内容及细则 
 
      本课程考核内容分为三大模块，即：课堂面授（70%）+课堂     笔记

（20%）+出勤（10%）=总成绩。 
      为方便教务系统成绩登统，采取两大模块进行实际操作和成绩录入

，即：课堂面授（满分100分）+【课堂笔记（满分70分）+出勤（
满分30分）】（两个模块总分也为100分）=总成绩。实施细则如下
： 

     （一）课堂学习模块 
       1、期末考试（100分）。 
       2、期末考试采用开卷形式。 



     3、考试题型： 
    （1）单项选择题（共20题，每题1分） 
    （2）简答题（共4题，每题10分） 
    （3）材料题（共2题，每题20分） 
     4、考试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本学期讲授内容。 
     5、责成一名任课教师出题，经教研室和马列部审核后，在

校园网上公布，每位同学的答卷以word的方式呈现，以电
子稿的形式，以行政班级为单位建立电子档案（一个学生一
个文件夹），由课代表交给任课教师。 

     6、期末考试卷面分数未达到40分，本课程做不及格处理。 



     （二）课堂笔记模块 
      课堂笔记模块（70分），由于该课程没有统一教材可供选

择，每学期的授课内容均根据教育部《形势与政策》教育
教学要点安排教学内容，因此要求每位同学认真做好笔记
，笔记要用中性笔或圆珠笔手写完成，计分方法：笔记完
整与否、字迹工整与否、中国汉字写得漂亮与否均是给分
的因素。 

     （三）出勤模块 
      出勤（30分），每学期共四次课8课时，计分方法：全勤30

分；旷课一次扣8分，迟到或早退每次扣2分。不论何种原
因（事假、病假、旷课），学生累计两次以上者未出勤者
，本课程做不及格处理。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