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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思政课教学团队在长期的课堂

教学实践中，牢固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不断加强课程吸引

力，推动实现高校特别是高职思政课教学的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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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渠道，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载体。思政课教学要有虚

有实、有棱有角、有情有义、有滋有味。然后，从笔者多年的教学实

践来看，长期以来，思政课教学仍然存在强调以“教”为核心，忽视



学生课堂感受，没有真心吸引学生， 打动学生的现象。高职院校尤

比本科院校表现得还要严重。

基于此，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思政课教学团队在长期

的课堂教学实践中，牢固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不断加强课

程吸引力，推动实现高校特别是高职思政课教学的内涵式发展。

一、构建“以学生为中心”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意义及表现

要以坚持“八个统一”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其中之一就是坚持

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相统一。“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思政课的

课程性质和目标决定了需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发挥学生主体

性作用。

思政课的改革创新需建立在认识学生、了解学生的前提下，坚持

“以学生为中心”。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大对学生认知规律和接受特

点的研究，构建“以学生为中心”思政课教学体系。这个中心处于教

学过程的核心位置，分别连接着各个教学环节，使得学生基础知识学

习与研究性学习融为一体，体现教学的研究性和学生的创新性，实现

思政课教学由“课堂讲授”向“全面引导”的转变。

“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在思政课中主要表现为：一是以学生的发

展目标为中心，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

定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二是以学生实际为中心，微观上



为学生解答人生应该在哪用力、对谁用情、如何用心，了解学生、关

心学生，倾听学生的心声，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释疑解惑、

疏通引导。三是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和参与性，要做到入脑入心。

二、“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实践

思政课教学团队已经在课堂教学的实践中逐渐贯彻“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育理念，具体做法如下。

1.结合课程的经典理论和党的重要思想，贴近学校及学生实际，

突出民航特色，挖掘多样化教学资源。依据教材内容，紧密围绕重大

方针政策，挖掘各种教学资源。在教学实践中，课程教学团队特别建

立了 “奋斗民航故事”案例库，分时代篇、人物篇、实践篇三个部

分。同时，开展有关校史的人和事的社会调查实践活动等内容，这些

案例主要用于充实教材内容、树立爱国、荣校情怀。拓展联系生活实

际的教学资源，让学生在自主探究和活动体验中感悟生命价值，从而

促进教学的实效性。最终实现从教材体系到教案体系再到具有民航行

业特色的教学体系的转变，引导学生从认知走向认同，实现方向性、

实效性和目标性的结合。

2.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理念，鼓励学生主动追求和创造获得感。

对于思政课来说，学生首先要知道课程的性质和内容，明晰课程目标，

并结合自身实际，设立符合自我要求的目标。其次还在于学生的问题

导向。从教师的角度说，只有以学生为中心，了解学生的问题，才能

深入学生的内心，与学生共情，在初始的课程中就可以抓住学生的心，



让 其产生触动，情感上愿意学习思政课。从学生的角度 说，问题导

向就体现在学生要有问题意识，课堂上能够跟随老师的内容和思路，

提出问题，并能在课堂上解决问题， 还体现在学生能够主动把课堂

之外关心的问题结合课程内容，带入课堂，寻求共同解决。 问 题的

解决是建立情感认同、体现获得感的重要内容。

3.走近学生身，走进学生心，教学场所多样性。一是创新实践教

学，指导学生彰显主体性。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教育引导学生做奋

斗者。课程教学坚持实践教学与学校办学特色相结合，思政课教师每

年暑假组织指导全校学生开展“主题”返乡调研实践教学活动，使学

生走出课堂、走入社会，发展自身，实现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内容

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增强社会责任，培养家国情怀。二是开辟

第二课堂，做大学生的知心人，加强师生之间的感情联系，让学生爱

其师而信其理，实现思政教学的无缝隙全覆盖。引导和鼓励思政课教

师主动出击，加强与大学生的联系，走到他们身打成一片，让大学生

形成“思政课课教师是我的朋友的观念”。

4.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建立信仰认同青年学生要读原著，

坚持在认真学习领会基本内容的同时，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努力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把

握，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真正在深层次上提高思

想理论水平。理论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情感的升华，情感的升华又促发

理论学习的热情、情与理的兼容，从而增强对思政课的认知和获得感，

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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