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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呈现向好态势，学生出勤

率、抬头率提高，但点头率、点赞率、获得感还有待提

升，究其原因，就是教与学的对接不紧密，供求矛盾

突出。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以“感”为着力点

开展高校思政课，从课堂的设计到教学的展开都应

围绕学生的合理需求，形成教学互动提升模式，师生

之间互促共进、共同发展。习近平在主持召开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中强调：“办好思想政治

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1]在教育里，教师最可能是先知先觉者，

因此，教师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自觉担负起创造获得

并带给学生获得感的任务。

一、思想咨商是提升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的生

发点

思想咨商是以自主需求为起点，在充分发挥自

主决定理论优势的基础上，将师生“教”与“学”的动

机不断内化，进而达到归属需要的渐进满足，提升教

学实效并增强学生获得感。

1. 师生主体要端正角色认知，用科学理论武装头

脑。思政课教师要积极将党和国家的角色期待和社会

要求这一外在动机转化为内生动力并转变为教师个人

需求。教师在工作中应积极承担传道解惑、教书育人

的社会职责，更好地承担“社会使命、政治使命、文化使

命、道德使命、救赎使命和历史使命”[2]，增强职业认同

感。同时教师要以犀利的求索眼界，推动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着

力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保证教不忘学，学

中优教，避免少之而迷、无知而乱。而大学生自身对角

色认知不够明晰，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存在困惑，

这就要求教师要加强思想引导，教育学生加强对自身

角色的认识以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同，指导学

生自觉成长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全面的人。

2. 师生主体在实践中保持积极期待。一方面，

对于思政课教师本身来说，积极期待意味着强烈的

自尊心和职业荣誉感，更体现为一种正向的情感态

度。期望越大，内在动力就越强劲。如果教师对于

自己的教学行为保持一种积极心理态度，就可以在

亲身体验的过程中衡量自己的行为，自发感受自己

教学行为结果的价值意蕴，从而享受育人之乐。而

这一情感的传输将感染学生的情绪，使学生增强对

思政课教师的尊重感、对思政课的认同感、对思想政

治教育的信任感。另一方面，对于学生来说，要时刻

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积极向“最近发展区”靠近，主

动、自主地渴求知识，始终保持积极活跃的状态。

3. 师生主体要主动调节意志。在教学活动中，思

政课教师不可避免会遭遇教学失败，产生倦怠感，此

时，教师要学会心理疏导、自我反思，主动规避错误，加

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从而增强教

育的效果与质量。作为学生则要有主体并非中轴的思

想意识，主动调节自己的意志来适应老师，以理性意志

力来保证自己的抬头率和考勤率，增强学习归属感。

二、交互式教学过程是提升大学生思政课获得

感的活跃点

1. 教学模式转型——“教与学”与“研与讨”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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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在新型的师生关系视阈下，教学模式应由单

纯注重“怎样教”向“怎样教”和“怎样学”模式转变，

要以教法引导学法、学法巩固教法的理念促进“教”

与“学”共融，统一协调教学过程，实现教育者教学模

式选择符合受教育者的主体实际需求，提升师生教

与学的质量和水平。同时，将“教与学”与“研与讨”

相协同，教师可用“教与学”模式所积累的知识来夯

实学生基础，进而充分发挥“研与讨”方法沉淀智慧、

活化源头的铸魂育人作用。这样有助于提升学生在

“研与讨”协同过程中完成任务所获得的成就感。

2. 教学方法创新——“师”与“生”线上线下联

动。新媒体时代，师生可借助虚拟空间畅所欲言，以

数字化的存在状态在良性互动中丰富人的精神存

在，极大地提高师生的共同参与感，同步增长师生的

存在感、认同感和价值感。因此，要利用好师生线下

联动平台，如开展学习式分组辩论活动等。这既能

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又能以学

生自我学习为轴线，激发师生思想碰撞火花，建立起

师生交流的桥梁，从而营造师生参与、和谐探讨、共

同学习的教学氛围，充分增强学生获得感。

3. 教学体系契合——“内”与“外”互通。首先，

教师统一师生预期，着眼学生的发展需求，科学合理

地制定教学目标，增强学生学习获得的主动性、积极

性。其次，教师要采用五味俱全的教育方法建构和

传授教育内容，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对课堂教学过程

和资源进行高效设计整合，针对不同学生的需要和个

性特征，优化方法多元结合，使学生在广泛参与中满

足需求，形成价值感知。再次，教师要统筹教育过程

全局，采用实践的方法，将价值认同外化为具体行为，

使得精神获得上升为行为获得，形成精神获得反思。

只有外在的教学体系对内在的获得生成机制给予引

导、助力，实现内外互通，获得感才会更加持久真实。

三、对话融合是提升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的兴

奋点

习近平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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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语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载体，在增强大

学生思政课获得感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教师要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生活

化。教师在开展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应立足于学生的特

点而转变语言风格，化抽象概念为生动具体的表述，剔

除陈旧的历史词汇，深入浅出，避免一味彰显自身理论

功底而将思政课置于形而上的地位，这可能一时引起

学生的新鲜感、崇拜感，而反思三巡之后获得感却难以

生成，因此，教师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以听

得懂的语言向大学生阐明道理，将“高大上”的思想政

治教育赋予生活气息，使学生听懂、会说。

2. 教师要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网络

化。教育心理学表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自己熟悉的

东西。在网络语言浸染下的大学生更加钟爱网络语

言的简明诙谐，因此，教师要走进大学生的网络话语

空间，实现“马言马语”与“网言网语”的有效融合，教

师要善于用网言网语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建立融洽

的师生关系，从而实现对话融合，使大学生乐于接受

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增强获得感。

四、日常生活领域是提升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

的潜在点

思想政治教育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意志形态无

不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只有在师生日常生活

实践中，大学生思政课的获得才能被具体外化，成为

检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尺。因此，教

师应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

教育相统一的原则，注重开拓师生共同的日常生活

领域，以师生的共同生活实践体验和行为处事秉性

来散发教师人格魅力、知识魅力，潜移默化地吸引学

生、感召学生。一方面，在课堂上教师要减少孤立的

理论灌输，较多地深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践，将空洞

抽象的教育内容与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相结合进行

宣传，使学生更加自觉、主动地接收，实现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的教育效果。另一方面，通过日常生活平

台，无意识地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日常生活，在

此过程中，师生互学互利，教师渊博的知识、高尚的

情操影响学生人格的形成；学生的独特视角给教师

思维注入新鲜的血液，激发灵感，产生高质量的精神

产品，在增强教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实现教

师的能力提升、行为塑造，进而增强学生参与日常生

活实践中的成就感和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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