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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充分利用红色资

源，开展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要发

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优良传统教育，把红色

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延安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党

中央在延安 13年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这些资源

对于延安大学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尤其是现场

教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利用延安红色资源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现

场教学的实践

1. 选择适当的教学内容和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地

点。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包括四门课

程，每门课程自成体系又互相联系。如何在四门课程

中选择适合进行现场教学的教学内容并确定与之匹

配的现场进行教学是现场教学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四个教研室为单位，从每

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中提炼出“实践点”，从延安红色资

源中挑选出适合进行现场教学的“教育点”，最终在二

者内容的有效对接中形成一个个现场教学主题。

2. 设计完整的教学环节或教学过程。现场教学

是在特定革命旧址、旧居等进行，教学过程是完全开

放的。延安大学的做法是在某一现场由两位以上任

课教师围绕同一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讲解，然后是

师生互动，学生现场提出问题，教师答疑解惑。这既

有教师之间的分工和配合，也有教师和学生之间的

交流和互动。授课过程中，有些偶然因素是无法预

料和难以掌控的，如参观游客驻足听讲、学生在讲授

过程中突然提问等，这就要求现场教学必须事前设

计详细方案。包括：一是时间。现场教学是站立式教

学，时间不宜太长，每次 2~3个老师讲解，总时间 40-
60分钟为宜。二是教案。一般来说，现场教学教案要

比课堂教学内容更加详细，包括引入、语气、情感、形

体、预设问题及答案等。三是问题。适当地提问可以

引发学生思考，现场教学中适时提出问题是调动学生

积极性的有效手段。提出的问题一定是课本上没有

现成答案的，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回答得了的，但是

又能引起学生情感共鸣并力图想要找到答案的。四

是点评。现场教学是在特定现场对特定人、事、物的

回顾和反思，不适合使用理论性太强的语言。但一定

要有理论的提炼和点评，核心观点要鲜明、干练，发人

深省，引发共鸣。五是互动。主要是师生之间、学生

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一阶段，发言的主体是学生，

教师及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在回答问题中找出

自己教学的纰漏和不足，及时补充和完善。同时，引

导学生对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甚至争论。为了防止

现场出现一些复杂局面，如冷场、争论不下等，教师应

提前预设一些可以掌控局面的话题。现场教学时间

短，教学方式灵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比课堂教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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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简单，这就要求每个教师对所讲内容充分准备，既

能完整驾驭教学主题，又能随时回答学生提出的问

题。这对教师的现场反应能力和知识积累都有很高

要求，教师必须广泛涉猎，厚积薄发。

3. 进行后期的追踪和总结。现场教学结束以

后，并不意味着教学过程的结束，在随后的课堂教学

中要进行追踪和总结。延安大学目前能够参与现场

教学的还不是开设课程的所有学生，一般每门课程

每个自然班有 1~2名学生参与，四门课程加起来能够

参与的是 4~8名学生。这意味着还有相当一部分学

生没有机会参与现场教学。这就要求每次现场教学

结束以后，参与现场教学的学生必须在班内对教学

情况进行介绍和分享，同时自己写出教学体会。对

于没有参与现场教学的学生要求他们利用延安红色

资源优势，在节假日、寒暑假等自己进行社会实践并

写出实践报告。所有学生的教学体会和实践报告量

化后计入平时成绩的 30%中。

二、利用延安红色资源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现

场教学的成绩和不足

1. 利用延安红色资源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现场

教学的成绩。一是教学效果得到肯定。延安大学思

想政治理论课不断探索各种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得

到学生的认可和肯定，主要体现在学生的评教中。

从 2015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上课教师评教

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师的成绩都在 4.9 分（满分 5
分）以上。现场教学对授课教师也是一种考验和锻

炼，教师们在教学中不断充实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方

法，提升教学效果，多位教师被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延安大学泽东干部培训学院等聘为现场教学老师。

围绕现场教学形成的教学成果也获得了多项奖励，

如“红色文化显特色，延安精神铸校魂”获教育部高

校校园文化成果二等奖（2010年），“依托延安精神资

源优势，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实

践”等荣获陕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延安红色文化

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获准陕西省特色

学科立项（2009年）。“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探索思

想政治理论课现场教学方法”入选教育部社科司

2014 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择优

推广计划”培育项目。

二是现场教学不断延伸。延安大学在进行现场

教学的同时还带领广大师生走出教室，利用延安红

色资源开辟红色实践第二课堂，如组织了红色经典

诵读大赛、红色经典剧目展演、党史知识竞赛等活

动。利用多媒体网络建立了“圣地红网”“延安精神

网”“延安大学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网”等网站。建成

或竖起了毛泽东讲话摘要石、八大前身院校纪念墙、

“5·23”音乐厅等校园景观。尤其是 2016年 5月 16日

成立了“延安红色文化宣讲团”，宣讲团成员主要来

自学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成立的目的是通过学生给

学生进行现场讲解，从而达到学习、领会、传承和认

同红色文化的目的。目前宣讲团已经邀请 6位专家

教授进行理论辅导，聘请 4 位年轻老师作为指导教

师，在吴家枣园毛岸英务农处、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

利纪念碑、吴起胜利山毛泽东塑像前、志丹县中国人

民抗日红军大学旧址等地进行了多次现场教学，教

学效果受到师生一致好评。

三是经验交流受到好评。延安大学在思想政治

理论课中进行现场教学的教学方法得到同行的认可

和借鉴。2013年 6月和 7月，由中宣部、教育部举办

的第三和第四期“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

修班”在延安大学举办，该方法在班上进行交流分

享，在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和一致好评，在收到的 80
份问卷调查中得到全面肯定。近几年来内蒙古工业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河北大学等国内 30多所高校思

政课教师先后来延安大学学习现场教学经验，由此

该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借鉴和推广。

2. 利用延安红色资源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现场

教学的不足。一是“实践点”的提炼有待拓展。延安

是革命圣地，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党中央、毛主席

在延安战斗、生活了 13个年头。延安红色资源在延

安分布极其广泛，应该说在各个县区或多或少都有

体现。如习仲勋回忆：仅转战陕北的一年时间里，党

中央就“在敌人眼皮底下转战了 12个县，宿营居住过

37个村镇，行程 2100华里”[1]（P1）。由此可见，延安红色

资源的丰富和博大。从目前延安大学提炼的现场教

学点或“实践点”来看，还主要集中在延安市宝塔区

内，各县区红色资源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二是参与现场教学的学生有待增加。现场教学

是离开教室在某个“事物发生、发展或展览的场所”

进行的教学活动，这就势必要受到经费、安全、交通、

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延安大学选择的“实践点”

基本都是在离学校较近的宝塔区革命旧址进行，参与

到现场教学的学生也只是部分而非全体。目前，学校

真正能够参与到现场教学中的学生大概只占上课人数

的 20%，这对于不能参与其中的学生来讲是不公平的。

三是现场教学与课堂教学有待协调。对于思想

政治理论课来讲，系统的课堂教学是必不可少而且

是主要的教学手段，选择适当的内容进行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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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对课堂教学的辅助、补充。因此，既不能用延安

红色资源代替思想政治理论课，也不能离开延安红

色资源进行单纯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这就要求

教师在理论上寻求延安红色资源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内在契合点、现场教学与课堂教学的有机连接点，

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延安红色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不断提高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教育功能。目前延安大学教师在如何利

用延安红色资源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如何把

延安红色资源嵌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还在进

行探索和实践。

三、利用延安红色资源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现

场教学的措施

1. 进一步提炼现场教学“实践点”。目前延安大

学以及延安各类干部培训的现场教学“实践点”主要

集中在市区周围。随着现场教学方法的不断完善，

应该进一步扩展并提炼更多的现场教学“实践点”，

如除不断挖掘市区内其他革命旧址旧居的同时，还

应进一步挖掘吴起镇革命旧址、志丹革命旧址、瓦窑

堡革命旧址等。在这些离市区较远的革命旧址进行

现场教学一定要得到学校各级部门在经费、安全、交

通、制度等方面的保障和支持。同时，尽量增加现场

教学的次数，使更多学生参与到现场教学活动中来。

2. 把现场教学引入课堂教学中。现场教学受多

种因素影响，即使每门课程增加现场教学次数，就目

前情况来看能够到现场参与教学的还是少数学生。

因此，可以尝试在课堂教学中完成“现场教学”。这

就是通过制作课件营造现场氛围，通过教师学生的

讲解完成教学任务。这样做的关键是：现场氛围的

营造，一定要选取现场素材，最好是亲自到现场采集

照片；讲授的过程既不同于平时的课堂教学，又区别

于现场开放式教学，其中的技巧需要师生在实践中

拿捏和总结；教学的过程基本遵循现场教学的方案

设计，让学生参与回答问题、讨论、总结等，不断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的讲解要富有情怀，如一步

步带领学生回到中国共产党 13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

史中、曾经缔造历史辉煌的七大会址中，等等，在这

样的情景中，学生会不自觉地进行历史回望、理论思

考、价值重塑。

3. 调动学生成为现场教学主体。所有教学活动

一定要有学生的积极参与，只有学生主动参与教学

过程才能形成师生积极互动，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延安大学现场教学基本上还是以教师讲解为主，学

生参与回答问题和讨论。“延安红色文化宣讲团”努

力于尝试让学生成为讲解主体，通过学生给学生讲

解，使他们之间产生共鸣，达到传承红色文化的目

的。那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也可以采取学生

讲解为主的方式，这种方式一定要注意：指导教师对

讲解学生进行理论指导，使学生对讲解内容充分理

解完全把握；要对学生进行讲解技巧辅导，尤其是情

感的注入，通过他们声情并茂的讲解，把广大学生的

情感体验带回到曾经的延安峥嵘岁月，从而使他们

清晰地感受到心灵震撼、情感共鸣，产生求知欲望并

进行理性思考；指导教师要参与整个现场教学过程，

对于教学中出现的突发状况随时进行化解和指导。

现场教学的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除了现场讲解之

外，还可以集体诵读经典、合唱红色歌曲等。

4. 不断进行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利用延安红

色资源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现场教学仅仅只有几年

时间，在实践中还有诸多不足有待完善，比如理论挖

掘不够深入、内容开发不够全面、与现实联系不够紧

密等，因此，对现场教学经验必须进行总结和研究。

具体来说：一是要对现场教学进行制度规范。如制

订出台“利用延安红色资源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现

场教学大纲”“利用延安红色资源进行思想政治理论

课现场教学实施方案”等。二是不断培养现场教学

的师资力量。现场教学对讲解者的要求很高，不是

所有教师都能讲得了现场课程，因此，要通过教师自

己的努力、学校教师培训中心培训、教师之间经验分

享、和兄弟院校交流学习等多种渠道不断壮大现场

教学师资力量。三是不断进行延安红色资源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方面的理论研究。延安红色资源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之间有相通性，但是又各自拥有

独立内涵。利用延安红色资源进行现场教学只是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绝不可以用延

安红色资源代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因此，

对于二者内容内在连接的一致性，各自自成体系的

独立性等都必须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廓清哪些红

色资源的内容能够嵌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现场教学

中，从而使延安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

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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