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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聚焦思政课教学的痛点和难点，立足高职大学生学情特点，开展红色资源赋能思

政课内涵式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实践，探究实施“红色问道之旅”育人计划，旨在抓住大学

生“拔节孕穗”关键期，以任务为驱动，用好红色资源，分阶段、分步骤开展“读·寻·讲·演”

的“旅途式”问道之旅，切实增强大学生思政课参与感与获得感，推动思政课教学内容、教学

团队、教学资源的多维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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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ain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ing.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carries out the
vivid practice of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red resources enabl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hrough practice, an exploration is carried out on implementing the "red asked journey" education plan.
It aims to seize the students "jointing stage" period. Driven by task, it makes good use of red resources,
carries out a "journey-style" asked journey of "reading, searching, speaking, and performing" in stages
and steps. This can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courses participation and
acquisition, and promote education course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team, teaching resources of
multidimensional innovation practice.
Keywords: red resourc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eaching practice

引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

（以下简称概论课）是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通过

课程学习，培养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几大理

论成果，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

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自身所肩负的历史

使命。近年来，该课程的教学仍面临很多痛点，教学效果和

学习效果差强人意。2024年 9月，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强调，注重运用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充分发挥红色资

源育人功能，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

再次吹响了让红色文化资源擦亮思政课鲜红底色的主基调。

重要讲话精神和要求的指引下，团队积极探索该门思政课程

的教学改革创新实践，形成了“红色问道之旅”的教学实践。

一、课程面临的痛点及成因分析

（一）教师话语表达固态化

概论课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固态化、抽象化表达的理论话语

较多，政治哲理性、思想性强。在教学中，部分教师使用学

术化表达的理论话语进行教学，导致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接受

度、理解度降低，同时也加深了学生与思政课之间的“鸿沟”。

当前，概论课教师整体呈现出创新动力与能力不足的问题，

捕捉现实鲜活案例、学生思想动态、新型网络话语不及时，

造成教师话语表达仍以传统化、理论化、单向化为主要特征。

（二）教学手段较为单一

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推动下，虽然催生了新的信息

化教学手段，但在现实教学中信息化手段的应用仍较为单一

化，其中在思政课教学中应用最为常见的是 VR技术。深入

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有思政课自身理论性强，“讲理”不

能弱化；思政课信息化技术研发周期长、成本高，企业研发

意愿不强；思政课教师信息化应用意识与能力有待提高。在

走访调研中，也印证了这一事实，当前高职院校概论课教学

仍以理论讲授为主。

（三）学生理论知识不扎实

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生源相较于过去有所不同，超一半

以上的学生来自于高职院校的单独招生考试，这类学生中绝

大多数来自于中职和技术学校，其理论知识较为薄弱。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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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教学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国共产党的

成立等基础性知识点掌握明显不足。概论课重在讲清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主要内容，要求学生对

基本历史发展脉络和事件有清晰的了解。这些基础性知识掌

握不够，导致教学中存在“补课”现象，直接影响概论课的

教学效果和学习效果。

（四）实践教学同质化

在概论课的实践教学中，主要采取线上实践和线下实践

两种形式。线上实践教学为云游博物馆、纪念馆、红色遗址，

线下实践教学采取带领学生实地参观研学博物馆、纪念馆、

红色遗址。分析实践教学的内容，主要围绕红色资源，存在

同质化现象。究其原因，有课程自身特征原因，概论课程以

近代历史脉络为教学内容主线，课程特征鲜明，与纪念馆、

博物馆和红色遗址的契合性高。也有思政课学生群体庞大，

开展实践教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课程创新理念与思路

（一）理念层面：师生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思政课建设多次发表重要论

述，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红色问道之旅”

提供了根本遵循，实践中秉持“师生共同体”的理念，聚焦

红色主题，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共读红色经典；构建师生

协作共同体，共寻红色故事；构建师生互动共同体，共讲思

政课；构建师生践行共同体，共筑红色信仰，全面改革创新

概论课各个教学环节，系统提升思政课育人实效。

（二）实施层面：环环紧扣

课程团队成员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依托地方、学校的

红色资源优势，结合我校学生实际，总结出“一二三四四”

的教学创新思路，落实“红色问道之旅”的实践探索。即聚

焦一主题：即聚焦红色主题，引领学生在学思践悟中担负时

代使命。抓住两条主线：即抓住理论和实践这两条主线，贯

通红色问道之旅。打通三个场域：打通课堂教学、校园实践

与社会实践这三个环节，使三者充分融合、彼此衔接、相互

促进，形成“红色问道之旅”的良性循环。整合四个环节：

即读红色经典书籍强思想，寻红色故事激情怀，讲红色微课

悟理论，走红色实地促践行。实现四个目标：即一个思政课

师生共同体，一支思想觉悟高、宣讲功底实的学生辅讲团队，

一个系列主题的学生思政资源库、一门思政课精品课例。

三、“红色问道之旅”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以教师为引导，学生为主体推进“读·寻·讲·践”的“红

色问道之旅”为路径，重点针对教学内容、教学资源、团队

构建、示范课堂问题，充分发挥师生共同体作用持续更新概

论课的教学方法。

（一）师生读红色经典书籍，深化课程理论学习

“红色问道之旅”的“首站”就是师生共读红色经典书

籍，聚焦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给定阅读书目单，采取分散

和集中两种阅读形式。在阅读中，培养学生感受伟人魅力、

接受信仰洗礼、解密理论原理的能力。要求学生达到高效阅

读，使用阅读 APP即时打卡记录，学期内完成 2-3本书籍的

阅读。建立流动红色笔记，发挥好朋辈效应，相互激励阅读。

教师通过开展主题活动，建立日常分享交流机制，帮助学生

打通阅读内容与教学内容，深化阅读效果，引导学生实现高

质量阅读。读红色经典书籍是破解高职大学生理论知识不扎

实的关键，理论基础决定了思想高度，理论知识越扎实，思

想越有高度。在阅读中，学生透过海量鲜活的历史事实、历

史人物、历史故事理解理论产生、完善、创新的背景与过程，

逐渐掌握理论的真谛，最终实现理论转化为思想指引。因此，

打牢理论根基是概论课的基点，也是“红色问道之旅”的起

点。

（二）师生共寻红色故事，搭建课程教学资源库

“红色问道之旅”的第二站就是“寻红色故事”，实现

理论与实践的第一次结合，开拓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新思路。

我国各地红色资源丰富，区域特色鲜明，充分发挥好广大学

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探索建立主题多元、内容丰富的红色

教学素材库。结合概论课程教学内容，师生共同打造“寻找

我家的老物件”、“寻访家乡的红色人物”、“我为家乡代

言”等品牌活动，分主题、按系列构建课程教学素材库。

在寻访红色故事的过程中，学生真正的走进社会“大课

堂”，自觉追溯历史，感悟社会变迁，汲取红色养分和精神

伟力。寻访红色故事，不仅改变了概论课的“教”，也转变

了思政课的“学”，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教师的教学不再

局限于课堂上的灌输式教学，而是通过指导、合作的形式，

有效引导学生实现协作、自主学习。

（三）师生共讲红色微课，打造课程教学团队

近年来，青年大学生在讲思政课的大舞台上，青年大学

生将所学所思所感声情并茂地讲出来、写出来，不断弘扬红

色主旋律，为思政课注入新鲜活力。大学生讲思政课是检验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否真正触动心灵、刻进思想深处的有益实

践。同时，通过他们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和思考，可以促进

青年学生之间对思政课内容的深入理解和思考，进一步加强

思政教育的效果。“红色问道之旅”的第三站即“讲红色微

课 悟理论”，要求学生围绕概论课的具体知识点展开教学，

授课形式可采取理论讲授、“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

思政课”等，重在引导学生以讲促学，用鲜活的故事讲清理

论，建设形成一支大学生讲思政先锋队，作为思政课教学的

重要补充主体。通过师生协作完成备课、磨课和课程录制等

任务，相互碰撞、相互学习，构建师生协作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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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师生共走红色实地，提升课程育人效果

“红色问道之旅”的第四站即“走实地 促践行”，实

现理论与实践的第二次结合。总书记强调“所有知识要转化

为能力，都必须躬身实践。要坚持知行合一，注重在实践中

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练、增长本领。”“红色问道之旅”

的最后一站是开展集中实践研学与社会实践，正是在响应这

种号召，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行动实践的重要途径。学生通过

国情调研、社会服务、学习宣讲、援边支教、科研实践等实

践形式，将概论课程的所思所学转化为具体行动。既能多维

度了解社会，提升实践技巧技能，又能解决一些具体而实在

的问题。同时，搭建平台，引导青年大学生到基层进行理论

宣讲，增强学生党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有效引导

青年学生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模范践行者。

四、“红色问道之旅”实践教学模式实践与效果

在“红色问道之旅”的实践探索中，统筹推进“三通”，

即教师与学生的互通、理论与实践的融通、红色文化资源和

《毛中特概论》课教学内容的贯通，打造“四个一”即一个

思政课师生共同体，一支思想觉悟高、宣讲功底实的学生辅

讲团队，一个系列主题的学生思政资源库、一套特色思政课

精品课例，实现以学生、教师、课程和地方红色资源利用的

多维创新，推动师生共同体建设下概论课程的教学创新。

（一）学生学习效果多维增长

通过对“红色问道之旅”参与学生的跟踪调查，学生成

绩数据较往届学生整体呈上升趋势，学生对该课程知识内容

的掌握和理解明显上升。学生在寻找红色故事、讲思政课、

参与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增强，说明学生实现了从理

论“真懂”到“真信”、“真用”的转变。在项目的培育中，

优秀学生代表在“青春筑梦二十大 团结奋斗向未来”学生

微宣讲展示活动，成功入选全省高校大学生宣讲队，广泛在

身边、在基层传播出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青年新声”。

（二）教师改革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近年来，团队教师依托“红色问道之旅”的实践，探索

构建师生学习和成长共同体，以合作促创新，不断推动授课

教师变革教学理念、课堂形式、实践教学。目前，团队教师

联合学生创作了一部舞台剧《寻找思想之光》剧以《毛泽东

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课程的开学第一课为创

作初衷，旨在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

历史的必然选择。舞台剧探索运用“双主体情景创设+问题

式”的教学形式，实现教师的“讲”和学生“演”灵活融于

一体，构建思政课师生双主体育人格局。

（三）课程建设示范效果显著

依托“红色问道之旅”的实践探索，团队已经建立了师

生共同体建设的常态化机制、学生辅讲团队、学生思政资源

库以及精品课例。资源库涵盖了红色流动笔记、舞台剧、学

生思政微课、学生每日时政等，辅讲团队主要承担线上教学

的任务，精品课例已打造了“开学第一课”。通过该课程的

实践，团队协同其他思政课教师探索其他课程的“红色问道

之旅”，并制定了“红色问道之旅”育人计划实施方案，发

挥思政课之间协同效应，带动我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迈出

新步伐。

（四）地方红色资源利用效果好

红色资源是思政课的重要载体，红色资源中蕴含着丰富

的思政资源，讲好思政课离不开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是

思政课的应有之义，弘扬红色文化离不开思政课。因此，“红

色问道之旅”既是红色资源赋能思政课的教学实践，也是思

政课助力地方弘扬红色文化的社会实践。在“红色问道之旅”

的实践中，学生需要自主挖掘红色资源，并将红色资源转化

为教学资源。形成了传承红色基因的庞大群体，最终实现了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结合。

五、结语

红色问道之旅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既是对传统

教学模式的一次革新，更是对红色文化传承与弘扬的积极探

索。通过此模式学生们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革命历史的厚重，

深刻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在实践中，学生们增长了

知识，更锤炼了意志，培养了爱国情怀。在后续的研究中，

课题组将继续深化这一教学模式，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为培

养更多具有红色基因的新时代青年贡献力量。红色问道之旅，

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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