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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确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质量，教师除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化为思维方法、内

化为自己的德性外，还应当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现“两化”的教学

模式或手段。其一，采取真正的专题讲授教学模式；其二，以微课、虚拟仿真实践课等补充课堂教学。

其次，制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现“两化”的绩效考核体系。其一，确立多元的绩效考核主体；

其二，拟定合理的绩效考核要素；其三，推行追踪的绩效考核形式。再次，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实现“两化”的保障机制。其一，严把入口关，确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政治素质；其二，

评优奖优，以榜样的力量激励高校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传道授业；其三，守住高压线，以零容忍

的态度处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违背师德师风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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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ers should externalize Marxist theory into thinking methods and internalize it into their own virtu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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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work should be done as well: firstly, teaching mode or means should be innovated to realize “two 
modernizations”,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we should not only really adopt the teaching mode of special 
topic teaching, but also gradually supplement classroom teaching with micro-lectures and virtual simulation 
practice courses. Secondly, a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related work by establishing multiple performance appraisal subjects, drawing up reasonable 
performance appraisal elements and implementing traceable performance appraisal form. Thirdly, a guarantee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ensure successful realization of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The first 
thing we should do is to strictly control the recruitment to ensure the political quality of the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second thing we should do is to appraise and reward 
the excellent teachers, and to encourag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each and teach students with the power of example; the third thing we should do is to hold a standard with high 
pressure and deal with the behavio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ers who violate teachers’ morality 
and virtue cultivation with a zero tolerance attitude.
Keyword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courses; thinking method; strict recruitment; a standard with high pressure

笔者曾撰文阐明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怎样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化为思维方法、内化为

自己的德性（下文简称为“两化”），探讨了他

们应当夯实的基础 [1]。应当说，上述探讨对于课

题研究来说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为确保课

题研究的系统、完整，还有必要在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实现“两化”的教学模式或手段方面

进行一定的创新，就制定实现“两化”的绩效考

核体系、建立实现“两化”的保障机制等内容展

开探讨。

一、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现

“两化”的教学模式或手段

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现“两化”的

教学模式或手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采取真正的专题讲授教学模式

笔者通过对部分高校的走访调查得知，目前，

高校都开设了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即“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

势与政策”。这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都采取了专

题教学形式，也就是将每门课程分为几个专题讲

授，由一位或若干位任课教师在一个或若干个课

堂讲授完一门课程的所有专题。这种专题教学与

传统教学形式没有本质差别，因而不能称为真正

的专题讲授。在笔者看来，真正的专题教学应当

是将一门具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划分为若干个专

题，每一位或若干位任课教师只承担自己有研究

成果的专题，并在该课程的所有课堂讲授。这种

专题讲授可以带来两方面的积极效果：一是促使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选择有前期研究成果且与教

材相关的内容作为自己的讲授专题；二是促使那

些没有前期成果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与自己

承担讲授专题的相关内容开展学术研究，以便形

成自己的见解。这种意义下的专题讲授确保了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但向大学生传授知识，而且

是在与大学生分享自己的科研经历、人生追求。

例如，如果让笔者选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课程中的一个专题给学生讲授，“人类社会及其

发展规律”这一专题无疑是首选。这是因为笔者

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过程做过较为深入

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新见解。按照教材的观点，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适应是基

本的，不适应是非基本的；而且这种不适应可以

通过改革的方法克服。笔者以为，这种见解对计

划经济时代我国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关系性质的把

握显得简单化、不客观。实际上，所有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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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如何开展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特别是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我们陷入

了一个误区，即生产资料公有就必须安排农民统

一生产、统一管理。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我国农

村地区的经济建设长期在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

的体制下进行。而人民公社体现了“一大”即生

产组织的规模大；“二公”即生产资公有；“三纯”

即只允许集体经济存在，不允许非集体经济存在。

人民公社这种农村经济组织形式伴有两大弊端：

一是劳动者误以为自己的劳动成果没有得到足额

回报，而且生产组织规模越大，他们的误解越深，

从而严重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二是平均主

义的劳动报酬核算方式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

极性 [2]。正因为如此，人民公社建立后，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经

历了短暂的适应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不适应乃至

矛盾激化。社会基本矛盾内部的不适应、激化成

为 1980 年以来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废除人民公社

体制的内在根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带来

的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证明这种废除人民公社

的根本性变革是正确的。基于此，笔者以为，社

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社会两对基本矛盾经历

了一个由适应到不适应乃至激化，再到调适的过

程。如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两对社

会基本矛盾内部之间的适应是基本的，那么，邓

小平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失去了根据。笔者将

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之间关系的理解与学生分享，

无疑能深化学生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按照当代著

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的观点，以概念为基础

的理论成果蕴涵了研究的理想、信念，并内含了

通过实践转化为现实的要求。因而，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凭借这种专题形式讲授思想政治理

论课，可以达到“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

的目的。因此，应当推广、普及一位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只讲授一个专题的教学模式，以提高课

程的理论水准。

（二）以微课、虚拟仿真实验课补充课堂教学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辅助、场景动态模拟等

现代科技的涌动发展，对传统单一思想政治教育

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如何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与“新”青年实现

同频共振，如何在汹涌澎湃的多元思潮中持续发

挥铸魂育人、“固本培元”的时代功用已成为“思

政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

用，关键看重不重视、适不适应、做得好不好。”[3]

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青年，思维活

跃开放、理念包容多元、知识形态紧凑、时代洞

感强烈，在问题意识中自信而不缺怀疑、革新而

不失守正。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理

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

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

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青年自我意识、成长环境、

时代观念之变，必然呼唤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之变，

因此，将高新技术手段内嵌入思政教学体系是时

代必然之需、教育创新之要。

融合时代“新”技术，创构思政“大”课堂。

首先，“大思政课”之“大”，在于把思政教学

和科技力量有机融为一体，构建全方位、立体化、

沉浸式的“大”生态体系。在传媒技术迅速发展

的今天，通过融媒体技术打造线上思政课程体系

成为思政课教学创新进路之一。思政课教师要通

过落实思政实践课、打造思政“金”微课、讲好

“云”端宣讲课等方式，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等理论问题讲活、讲实、讲透，为学生厘清理

论脉络、勘定思想场域。其次，“大思政课”之

“大”，在于将思政课堂与社会实践进行多维联动，

让学生在课堂上所学、所思和所知能够在现实中

有用武之地。通过融媒体打造思政宣传平台，以

学生为主体、以老师为辅助，搭建“学 - 思 - 讲”

的课堂联动模式，逐渐构建起以学生为主力军的

思政宣讲团队和教学实践基地，做到以行致知、

以知促行、知行合一。再次，“大思政课”之“大”，

在于联通思政教学领域，把思政课置于时代“新”

科技的大潮中去，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将红色资源

与思政课堂进行探索互容，让红色资源为思政课

教学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学生通过虚拟仿真技术、

人工智能、场景动态模拟等现代高科技手段，打

破时间和空间的壁垒，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实现沉

浸式的课堂体验，通过人物角色模拟，身临其境

体验历史原况，在亲身感受中赓续红色基因、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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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爱国之志、筑牢精神之基。同时要构建全国思

政课大课堂，充分运用新式多媒体技术，以整体化、

可视化、联动化思政授课模式使思政课动起来、

活起来、“燃”起来，使互联网这个最强变量转

化为思政创新进路的最大增量。

二、制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现

“两化”的绩效考核体系

为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活动

中自觉地实现“两化”，还应当制定相应的绩效

考核体系。

（一）确立多元的绩效考核主体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绩效考核的主体应当包

括学校分管领导、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党政负责人、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心的负责人、教学督导、

教师同行、教师本人以及听课学生等多元主体 [5]。

确立多元主体考核形式是确保绩效考核全面、公

正、客观的重要举措。在多元主体中，领导、教

学督导、同行教师的评价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他

们不但深谙教学理论，而且大都有长期的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实践经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授课是否践行“两化”有自己的深切把握。在多

元主体中，不能忽视听课学生的评价，这是因为

听课学生全过程听取了不同教师讲授的各门思想

政治理论课，对各位教师在讲课过程中是否注意

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

法，是否有意地揭示思想政治理论课蕴涵的德性

有着较为深刻的把握。而其他主体不可能全过程

地听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主讲的课程，难以对

授课质量、成效做出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二）拟定合理的绩效考核要素

有学者认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绩

效考核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功能”上。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主要体现

为对当代大学生“德”的陶冶和政治信仰的确立

方面，其目的是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化为大学

生自己的需要，引导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6]。笔者以为，上述见解是

对的，但不全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但是世界观，

而且是方法论，因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

还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含的方法论的揭示。

换言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应当引导大

学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为思维方法、工作方法。

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绩效考核除了考核教学态

度、教学手段、教学质量、教学管理、教学成果

等一般性的要素外，还要考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促使大学生“两化”的特殊性。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所强调的“两化”是期望教师的讲授能促

使学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为思维方法、工作方

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自己的德性、自觉

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此，一方面，

绩效考核要素不但要包括考察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怎样以自己富有个性的知识修养阐述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内容、阐明如何以这些理论回应现实问题，

使理论体现方法的功能；而且要包括考察教师在

讲授中是否渗透自己的情感、追寻，揭示理论中

的德性。比如，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这门课程中“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人民

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一节时，教师从对“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阐述中，应当要概括

出方法论和德性论的观点。就方法论而言，就可

以概括出“个别 - 一般 - 个别”的认识路线，可

以概括出“民主 - 集中 - 民主”的工作方法；就

德性论而言，可以得出应当相信群众，应当尊重

群众的首创精神等观点。另一方面，更要考核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外的表现。即要把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能否运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面临的实

际问题，能否将理论化为自己的德性，体现真善美、

知情意统一的高尚人格。这就是说，不能只考核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上怎样说，还要考核

他们课后如何做。除了对教师进行考核外，还要

考察授课班级学生在课堂内接受方法训练、德性

陶冶的状况以及课后是否做到“两化”。

（三）实施追踪的绩效考核形式

所谓追踪的绩效考核主要是考察已参加工作

的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实施“两化”的情况。除

了要在课堂上、课后考核大学生实施“两化”的

情形，更重要的是要考核参加工作的毕业生践行

“两化”的情况。为此，就要对走上工作岗位的

毕业生实施追踪绩效的考核形式。追踪的绩效考

核形式包括以下环节：第一，选择追踪绩效考核

对象。从近年走上工作岗位的毕业生中随机抽取

一两个班级作为追踪绩效考核对象。第二，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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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绩效考核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客体为走上

工作岗位的毕业生，调查主体为毕业生工作单位

的负责人；问卷内容为毕业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

化为思维方法、化为德性的状况。第三，对调查

问卷进行整理、分析，概括毕业生“两化”的大

致情形。

三、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现

“两化”的保障机制

为确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凭借课程讲

授实现“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目的，

必须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首先，严把入口关，确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队伍拥有较高政治素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鲜明的政治性和价值导向性，

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学生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

在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下树立坚定的政治

信仰。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

为达此目的，应严格把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队伍的入口关，原则上要求新入职的教师是中

共党员或中共预备党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院系

负责人必须是中共党员。这是因为，一般而言，

只有综合素质优异、政治立场坚定的人才能加入

中国共产党。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特别

是课程负责人必须是中共党员，就确保了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的政治素质可靠，切实做

到让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师讲授思想政治理

论课。

其次，评优奖优，以榜样的力量激励高校广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传道授业。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上，不但嘱托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而且要求高校绝大部分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具备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

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等六种

素养 [7]330。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手段、教学水平、教

学效果无疑会存在差别。作为社会的人，我们都

有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高校教师同样如此。

因此，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定期评选、表彰

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师；各高校也应当定期评

优、表彰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师，以达到肯定

先进、激励其他教师的目的。2017 年 9 月，在中

宣部的指导下，教育部评选了全国 10 名“最美思

政课教师”。这 10 名教师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的

王易，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王学利，天津师

范大学的王雪超，北京大学的孙蚌珠，复旦大学

的陈果，河北农业大学的周燕，上海交通大学的

施索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徐奉臻，四川大学的

阎钢，安徽师范大学的路丙辉 [8]。2021 年，中国

教师发展基金会开展了推荐高等学校优秀思政课

教师奖励基金的活动，全国共有 49 名思政课教师

获得奖励；其中一等奖 7 人，每人获奖励基金 50
万元。这 7 位思政课教师为：清华大学的吴潜涛，

河北师范大学的朱月龙，山西农业大学的武星亮，

上海交通大学的陈锡喜，浙江大学的马建青，武

汉大学的丁俊萍、西南交通大学的朱铃 [9]。各省

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部分高校也开展了类似的

评优奖优活动。这些活动激发了高校广大思政课

教师在平凡的教学岗位教育书人，建功立业。

再次，守住高压线，以零容忍的态度处理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违背师德师风的行为。尽管高

校绝大部分思政课教师在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时

切实坚持立德树人的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勿庸讳言，

高校仍有少数思政课教师存在师德师风不端的问

题，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从近几年披露的信

息看，高校少数思政课教师存在的师德师风不端

主要体现在：一是政治立场不坚定，在课堂上发

表不当乃至错误言论；二是学术不端，在学术研

究中存在剽窃、抄袭现象；三是生活作风不端，

骚扰、猥亵、引诱甚至奸污女生；四是不当谋利，

让学生干些与教学活动无关的事务；五是利欲熏

心，收受学生财物；六是理论基础薄弱，教学方

法不当，教学效果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

鉴于此，教育部于 2014 年 9 月出台了关于建立健

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意见提出了建

立健全高校教师违反师德行为的惩处机制，对做

出上述行为的高校教师依法依规分别给予警告、

记过、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撤销专业技术职

务或者行政职务、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开除等处分。

从实践上看，对违反师德师风行为的高校教师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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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思政课教师依法依规进行惩处，对少数存在不

良行为的高校教师形成了很大的威慑作用，较好

地净化了教学环境。2022 年，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制定了本年度 20 项工作要点，其中一至四项就是

围绕师德师风建设展开，其分别为坚定不移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健全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体制

机制、巩固拓展师德专题教育成效、强化教师师

德评价监管。强化教师师德评价监管这项工作要

求将师德师风作为衡量教师能力素质的第一标准，

强化师德考评。其具体措施为：一是加强师德师

风舆情监控，持续通报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典型案例，探索建立师德违规案例指导制度，

强化警示教育。二是严格落实师德师风问题“黑

名单”制度，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制度，将丧

失教师资格和撤销教师资格人员录入教师资格限

制库，维护教师职业声誉 [10]。师德师风“黑名单”

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更是为高校教师培育良好的

师德师风架起了“高压线”，确保了风清气正的

育人环境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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