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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研

究成果迅速涌现，实践教学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总体来看，目前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研究，从一开始的单独进行

某一课程实践教学研究，发展到逐渐将思想政治理论

课放到学校、社会以及学生个人成长全过程的角度

上，进行全面、整体性的研究，注重各相关要素的关联

性和协同性，以发挥系统的作用；其主要呈现出从某

一具体的课程的实践教学，到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相互整合的实践教学，再到系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实践教学的认识和研究趋势。

一、基于系统论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

学内涵解读

系统论是研究世界的系统性和系统规律的科学

理论，是一种综合性的科学方法论，是现代科学方法

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系统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

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具有复杂层次的动态的系统。

系统论“既不是整体论，也非还原论，而是整体论与还

原论的辩证统一”[1]（P405），它主张既要从还原论的角度，

认识和分析事物的各组成要素、环节、情况和条件等，

又要从整体论的角度了解事物的各环节、要素之间，

及其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对事物达到系

统性的、综合性的认识与研究。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

包含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和学生，以及五门思想

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组成的微观系统；也包含由全校

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图书馆、实验室等教学辅助人员、

生活管理员，以及学校所有课程与教育活动组成的中

观系统；还包括高校所在地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环境、社会以及相关部门等共同组成的宏观系统。

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是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教学形式。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实践教学必须以系统科学原理为方法，从系统

和整体的角度，综合性地分析和研究，充分整合并发

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

的课程与教学资源的作用，构建长效机制。

协调处理和发挥利用好三个层次系统中的各要

素和环节，是有效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的关键。为实现这一目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教学应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特别是改变一贯偏重以

课堂讨论和写读书报告为代表的校内实践，实施与社

会紧密联系、针对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走出去”的

社会实践。

首先，实施“走出去”的社会实践符合中央相关文

件精神的要求。自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

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等部门多次强调要“推

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有机结合”[2],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

群众中去，参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

活动”[3]（P177）。

其次，实施“走出去”的社会实践与课堂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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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有本质上的区别。诸如撰写读书报告、课堂讨论

等常见的、所谓的实践教学的形式，实质上均属于课

堂内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属于活动教学的范畴，与

“中央文件精神”即“走出去”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施，应紧紧围绕

“中央文件精神”的要求，引导大学生走出学校，走向

社会，以社会实际和现实问题为中心，实施“走出去”

的社会实践活动。

二、基于系统论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

学实施原则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工程，以系统论方法作为实施的基本原则，有利于更加

清晰地认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各要素、

环节及其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加有效地发挥各

自的功能和作用，实现 1+1＞2的系统功能。遵循系统

论方法原则，实施以“走出去”的社会实践为特色的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须充分把握这一复杂

系统的各环节、要素和层次，深入分析各环节和要素的

功能和作用，并从系统的角度，综合分析和研究。

1. 实践教学内容的系统化。整合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各门课程的内容体系，建立统一的实践教学课

程内容和要求体系，是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教学的理论和认识基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

五门课程。实施以“走出去”的社会实践为特色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要走出课程门类的限制，

统筹规划和充分发挥五门理论课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实践育人功能，建立系统化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具体方法如下：第一，用还原论的方法确立每门思政

课实践教学的有关内容；第二，用整体论的方法将五

门课程实践教学的内容进行整合，找到其中的相通

性；第三，将这些相通的内容与学生社会实践相结合，

将内容的相通性变成相同的实践步骤，建立五门思政

课统一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如《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课有关“中国革命史”的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课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容有相合之

处，这也属于哲学“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范畴，可以建

立统一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共同开展实践教学，如

此可事半功倍、一举多得。

2. 实践教学校内资源的系统化。统筹规划校内

教育资源，建立协作统一的校内实践教学资源体系，

是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物质保障。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校内教育资源

包括党团工作、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生活管理和图书

馆、实验室等教学辅助系统等多个领域和部门人员与

要素。实施以“走出去”的社会实践为特色的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就是要走出课堂的限制，统筹

规划和充分发挥各项校内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

实践育人功能，建立系统化的实践教学校内资源体

系。党团工作、教学部门、生活管理部门和图书馆、实

验室等部门建立统一协同的教育机制，共同致力于学

生的思想道德和综合素质的教育和提升，为思想政治

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多种组织形式、资源和条件。在

高校党团工作中，重视将大学生的社会实践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结合起来，互为形式和内容，引导学生在社

会实践过程中，获得和检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和

理论，加深学生的理解。在高校生活管理过程中，重

视学生活动中心的建设和指导，利用基层的宿舍活动

中心定期向学生进行新闻、实事、大政方针、国情民情

等的传播和影响。在图书馆建设中注重思想政治理

论类的书籍、报刊等的更新，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建设

红色文化宣传网站等。

3. 实践教学校外资源的系统化。充分调动校外

教育资源，建立联合互动的校外实践教学资源体系，

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要任务，同时也

是顺利实施和有效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

重要外部保障。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校外资源包括

家庭、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地方社会相关部门等人员

和要素。实施以“走出去”的社会实践为特色的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就是要走出校园的限制，引

导学生走向社会、了解社会，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和社

会等教育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育人合力。

三、基于系统论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

学途径耦合机制

为提高和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效果，

还需要创新实践教学的实施途径，走出课堂教学的限

制，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课堂实践教学与大学

生的“第二课堂”实践育人，以及党团思想政治教育实

践等实践育人活动结合起来，形成紧密配合、相互影

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途径的耦合机制。

“第二课堂”实践育人活动，旨在通过各种自主性

的学生课外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是正规教学计划之外学生自愿参加的各种课外活动，

是相对于第一课堂，即课堂教学而言的、具有素质教

育内涵的学习实践活动，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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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高校第二课堂教育已经不仅仅是第一课堂教学的

简单补充和延伸，而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教育教学

环节。此外，大学生社会实践“两个课堂”的无缝对

接，无疑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也必须坚持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有机结

合，唯其如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党团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严格来说也属于

“第二课堂”实践育人的范畴，但又具有一定的独特

性。相对于“第二课堂”实践育人活动来说，在活动内

容上，党团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要紧紧围绕党和国

家的大政方针、革命传统等内容来开展活动；在活动

形式上，“不能只片面追求趣味性、娱乐性，必须紧紧

围绕提高党团员思想理论水平、政治素养和发挥模范

作用来进行”[4]。做好党团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必

须加强教师对学生党组织和团组织工作的指导，特别

是发挥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专业优势，从政治上领

导，从思想上引导其开展有效的实践活动，促进学生

骨干队伍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的提高。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第二课堂”实践育

人和党团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虽各有不同侧重，但

在目标和内容上又有诸多共性，将三者有机结合起

来，进行系统化的分析和处理，形成实践教学途径的

耦合机制，是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途径的

创新探索。

具体而言，要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途径

耦合机制，首先，必须系统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教学、“第二课堂”实践育人和党团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三者在内容上和操作上的“交集”与“互补”。其次，是

根据三者的“交集”和“互补”设计具体实践活动，把

“交集”有效开发，实现一种教育活动多种教学要求，

多方面的指导与启发，让学生在实践教学中获得全方

位的认识和多角度的思考，使实践教学产生最大化育

人效果。再次，通过对三种实践育人途径的各要素、

内容的深入研究，充分发掘三者的互补性，通过开展

不同的实践活动，形成互为支撑、紧密配合的教学效

果。如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红色寻访实践教学活动，

带领学生深入革命老区寻找革命遗迹、走访革命前

辈、服务老区教育，在活动中党团干部充分发挥学生

骨干带头作用，为开展党团干部先进性教育提供实践

平台，同时为“第二课堂”的“红色故事大会”等活动提

供内容和素材，充分发挥三种实践育人途径在实践育

人过程中的共通性与互补性，“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成

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其优势就在于它不是

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与红色革命历史史实进行对

话，让大学生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信服的事实面前亲

自去感知和体验，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

和说服力”[5]（P59），为学生提供更加直观、形象和深刻的

自我体验，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获得思想、情感的熏

陶，以及综合素质的提升。

综上所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以

“走出去”的社会实践为特色的实践教学，在实施过程

中必须以系统论方法为基本原则，整合五门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课程内容，统筹规划校内外实践教学资源，创

新实践教学途径，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第

二课堂”实践育人和党团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三种教育

途径有机结合、相互影响的教学途径的耦合机制，优化

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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