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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规范化建设探索与实践 

 

1 立项基础 

1.1 规范实践教学，是党中央对思政课建设的明确要求 

2004 年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

见》，明确指出，思政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社会实践

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要把理论学习与实践育人结合起

来，深入开展社会实践。2005年教育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明确提出，高校思政课要加强实

践教学，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努力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

机制。200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文件强调，逐步完善实践教

学制度，明确提出要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后文简称“思政实践”）。

2012 年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

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统筹推进实践育人各项工作。教育部专门

印发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明确提出，实践教学

要纳入教学计划，要统筹思政课各门课程的实践教学、落实相应学分、

教学内容、指导教师和专项经费。实践教学要覆盖全体学生，要建立

相对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2018年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明确提出，从本科思政课现有学分

中划出 2 个学分、从专科思政课现有学分中划出 1 个学分,开展本专

科思政课实践教学。202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颁发《新

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明确强调，“规范实践

教学，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等活

动中，切实提高实践教学实效”。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指出：“‘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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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思政课不仅应该在

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

我们进一步办好思政课、继续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指明了方向路径。 

1.2 缺乏统一规范，是当前思政课实践教学发展的明显问题 

近些年来，全国各高校对思政课及实践育人越来越重视，从学科

发展、师资队伍、经费支持、体制保障等方面均给予充分支持，形成

党委领导的责任体制，深入探索与推进实践模式，把实践教学与社会

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实习实训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

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充分发挥学校自身优势，确

实取得了丰富经验，形成特色鲜明的实践模式。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

推进是经验与问题相并存，缺乏统一规范，表现在：虽然高校思政实

践形式多样，特色鲜明，亮点突出，但缺乏标准规范，认识有差异，

随意性大，质量参差不齐，导致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问题；虽然目前

高校普遍重视实践，积极投入，但各部门分别组织实践，育人资源分

散，实践基地或重复建设或闲置不用，导致协同效应明显不足的问题；

目前高校学生数量庞大，思政教师力量单薄，无法推进思政实践全员

覆盖，或是放任自流，或是规模有限，未充分挖掘发挥学校全员育人

潜力，导致思政实践无法达到全员覆盖的问题。 

1.3 坚持规范建设，武汉纺织大学“三合一”模式是有益探索 

自 2010 年来，武汉纺织大学积极探索思政实践教学模式，在不

增加额外的经费开支、安全保障及师资队伍的前提，通过明确思政课

实践教学的课程属性，落实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全员覆盖，确保思政课

实践教学的育人效果，积极地推进思政实践与专业实践、“三下乡”

社会实践的结合，充分发挥全员育人队伍的合力作用，不断推进思政

课实践教学的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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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学校落实思政课实践教学，研制《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报告书》，引导学生课外读原著、做调查、话热点，实践课成绩作为思

政课成绩的一部分。2011年，以专门学分和独立课程进行思政实践教

学，形成三门实践课程，即“两课实践-思修”（1 学分）、“两课实践

-马原”（1 学分）、“两课实践-概论”（2 学分），实践课进培养方案、

进教学系统、进教学课表。2015 年，学校积极推进辅导员队伍与思政

课教师深度融合，开始探索思政课实践教学“三合一”模式（即思政

实践与专业实践、“三下乡”社会实践相结合）。思政教师积极参与到

“青春护农实践队”、“蓝灯志愿团”、“绿色环保协会”等“青年红色

筑梦之旅”社会实践活动中，同时，协同学院积极动员和鼓励学生充

分利用专业实践机会同步开展思政实践活动，特别是探索艺术类学生

将思政实践与艺术专业实践结合起来，形成具有鲜明艺术特点的思政

实践成果。2018 年，落实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

作基本要求》文件精神，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自 2018 级起集中

在大三年级第 5-6学期开设“思政实践课”，共 2 学分 32 学时，马克

思主义学院独立设置“思政实践课教学部”。2019 年，思政实践课“三

合一”模式获批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

建设项目，马克思学院与校教务处、学工部及各专业学院联合推进社

会实践团队（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规模进一步扩大，思政课教师全

面嵌入社会实践活动。目前，“三合一”实践教学模式得到武汉工程

大学积极支持和应用实施。 

                         

2 成果研究内容 

2.1 思政实践教学体系规范化 

规范建设教学基层组织，独立设置“思政实践课教学部”。规范课

程设置，《思政实践课》课程设置 2 学分 32学时，制定教学目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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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纲、实践手册，建设课程资源。规范内容建设，设计独特教学内

容，进行实践理论指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教材

建设，编撰出版教材《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导论》。规范考核流

程及标准，制定考核要求，组织公开答辩，师生共同评价。系统性、

全流程的改革创新，全面规范了教学体系，提升了针对性和实效性。 

 

2.2 思政实践教学过程规范化 

创新实践教学体系，精选实践主题，深化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认识，加强对社会实践方式方法的理论指导，完善理论与实践结合

路径，引导学生带着课堂中的问题，与现实相结合，感受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坚定“四个自信”。丰富实践平台，依托智

慧树建设实践教学线上平台，着力打造虚拟仿真思政体验教学中心，

共建共享各类实践基地，积极校地合作建设“理论热点面对面”示范

点、实践基地,用好教育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和地方红色教

育资源。全员覆盖的实践体系，满足学生期待和成长发展需求，做到

人人能参与，个个有收获，引导学生学思践悟，培养社会担当精神和

责任意识，不断增强服务社会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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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思政实践协同机制规范化 

规范协作运行机制，依托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各专业学院及学工

团委等部门联合的协同工作小组，统筹推进实践育人协同创新，共建

共享已有思政实践基地、专业实践基地和“三下乡”社会实践基地，

统筹校地合作拓展校外实践平台。规范实践协同形式，思政实践与思

政课主干课程教学内容相结合，由思政教师直接负责；与实习实训相

结合，由具体负责的专业教师负责；与公益活动、志愿服务相结合，

通过与相关机构对接进行委托管理；与考察红色革命旧址和传统教育

基地相结合，与“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社会实践相结合，由辅导员负

责。在实践过程中，思政实践教学团队对全部实践团队进行分类指导，

及时追踪响应。思政实践与专业实践、“三下乡”社会实践融合协同，

将专业能力的强化与思想素质的提升结合起来，实现成才与成人的统

一。 

 

2.4 思政实践队伍建设规范化 

充分发挥全员育人队伍协同效应，推进实践育人队伍融合。辅导

员学科归属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思政教师一起培训提升；思政教师参

加专业教师的课程思政，专业教师为思政实践进行专业指导，思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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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指导教师，辅导员参加思政实践的集体备

课，引导大学生将思政实践与专业实践、“三下乡”社会实践相结合。

三支育人队伍同向同行，形成实践育人合力，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

政相结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3 成果特色与创新 

3.1 理论研究阐明思政实践教学的课程属性 

项目团队不断深化理论研究，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 2项、教育

部思政专项 2 项、省级教学科研项目 5 项，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出

发，项目团队认为思政实践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

专业实践、“三下乡”社会实践相并列的实践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

实践主场所应该是社会广阔天地，实践主体是全体大学生，要充分发

挥全员育人队伍的主导作用，发挥思政课的价值引领功能，加强与其

他课程的学科对话与理论引导，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

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明确课程属性，形成思政实践共识，规范建

设，真正使大学生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

理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2 体系创新确立思政实践教学规范 

“大思政”格局的实践教学体系，让师生同上“行走的思政课”，

在社会大课堂中践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实践的创造性，有效地解决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脱节问题，

解决了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实现了与实习实训相结合，与军训、

勤工助学、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创新创业相结合，引领学生走出校

门，到基层去，认识世情、国情、党情，提升社会担当精神和责任意

识，把人生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服务社会，把个人成长与社会发

展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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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队伍融合形成“三合一”思政实践教学模式 

通过规范的“三合一”思政实践教学模式，充分挖掘全员育人队

伍潜力，积极推进实践育人队伍融合、同向同行，消解学生实践中的

全员覆盖管理问题。将辅导员学科归属马克思主义学院，融合思政教

师与辅导员队伍，让思政教师参与到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中去，

让辅导员参与到思政实践中来；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结合，融

合思政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协同创新，让专业教师参与到思政实践中去，

让思政教师参与到专业实践的课程思政中去。三支队伍融合，各守一

段渠，种好责任田，同向同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4 实践效果及推广应用情况 

4.1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厚植爱国情怀与社会担当 

思政实践全员覆盖，学生人人能参与，走出校门走进基层，个个

有收获，感受超乎想象，社会认识深化，专业需求强化，个人能力提

升，责任担当增强。纺织学子厚植爱国情怀，研制织物版国旗，随“嫦

娥五号”登上月球，获得 2022 年全国“挑战杯”大赛特等奖；“绿色

环保协会”践行“两山”理论，连续十余年监测武汉湖泊水质，获评

共青团中央“小平科技创新团队”；“蓝灯志愿团”弘扬志愿精神，每

周为自闭症儿童开展艺术培训，获评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金奖；“青春护农实践队”聚焦“三农”问题，连续多年调研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多次获评共青团中央暑期社会实践专项奖励。近三年，

学校获得中国“互联网+”大赛国奖 4 项省奖 20 多项、“挑战杯”国

奖 5 项省奖 30 余项。 

4.2 激发教师创新育人活力，教学相长合力树人 

思政教师、专业教师与辅导员三支队伍同向同行，育人与育才相

互促进，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成果丰硕。思政教师常沛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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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类学生推行“尚美中国”艺术思政实践，每年覆盖学生千余人，获

评“全国优秀教师”；环境学院辅导员李琼瑛带领学生调研十余省份

江河水质，获评“全国优秀辅导员”；纺织专业教师曹根阳带领学生

研制月面国旗及其衍生功能化制品，被评为“荆楚好老师”。 

4.3 专家高度评价，同行充分认同，具有示范作用 

举办 2020 年“新时代高校思政实践课教学研讨会”等专题研讨

会，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等高校先后前来调研，

积极赴其他高校考察交流，参加国内各类教学研讨会积极宣传推广。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佘双好教

授、湖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南民族大学李资源

教授、华中科技大学黄岭峻教授等专家高度评价，认为思政实践模式

有重要借鉴意义，建议积极推广。 

4.4 校外推广合作，媒体报道聚焦，社会影响广泛 

作为实践教育活动中南联盟发起单位之一，联合在汉十余所高校

共同策划、共同实施、共同推广“三合一”思政实践教学模式。与湖

北工业大学、湖北师范大学、黄冈师范学院等多所高校共同编写《思

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导论》。先后被共青团湖北省委和省教育厅全

省推广，“尚美中国”“加油中国”作为湖北省“新时代中国”思政课

选择性必修课程体系建设入选教育部“一省一策思政课”集体行动。

《中国教育报》以“实践育人激发思政课无限活力”进行专题报道，

《光明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人民网、湖北高校思政网等

权威媒体多次聚焦。“三合一”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社会影响力日

益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