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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师“用心教”和学生“用心悟”理念下高校

思政课提质增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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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提质增效的重要使命，“用心教 "与“用心悟”理念强调教与学的深度融合，从教

师与学生双主体视角出发，探索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的内在规律。研究发现，教师“用心教”体现在情感投入，内容

优化与方法创新三个维度；学生“用心悟”则表现为主体参与，深度思考与知行统一的学习过程。二者协同作用构建

了“教 — 悟 — 行”一体化的思政课教学新模式，推动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融合，实现了思政课程的育人实

效。实践证明，基于“用心教”与“用心悟”理念的教学改革，能够显著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说服力与感染力，为

高校思政课提质增效提供了实践路径与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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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re faced 

with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improv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concept of "teaching" and 

"understanding" emphasiz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explores the internal 

law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t is found that teachers '"careful teaching" is reflected in three dimensions: 

emotional input, content optimization and method innovation, and students' "attentive understanding" is 

reflected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deep thinking and knowledge and practice.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he two constructs a new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of "teaching-enlightenment-action", 

promote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and reali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eaching by heart" and "understanding with hear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ttractiveness, persuasion and appe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provide practical path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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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其教学质量与效果直接关系到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与价值引领，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信息化社会背景下，传统思政课教学面临诸多挑战，如何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与实效性成为待解决的问

题。“用心教”强调教师在思政教学中投入真情实感，精心设计教学内容与方法；“用心悟”则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与深度

思考能力。本研究以这一双主体理念为切入点，探究在教师“用心教”与学生“用心悟”共同作用下，实现高校思政课提质增效的方法

与模式，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助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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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心教”与“用心悟”理念的内涵与价值

“用心教”与“用心悟”理念的内涵与价值深植于教育的本

质与目的。“用心教”强调教师教学过程中的情感投入与价值引

领，要求思政教师不仅传授知识，更应以真情实感感染学生，以

思想深度启迪心灵。“用心悟”则聚焦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能动

性，强调通过主动思考，批判分析与实践转化实现对思政理论的

内在理解与认同。两种理念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思

政课教学的双主体互动模式，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这一理念既

尊重教育规律与学生认知特点，又契合思政教育的价值导向，为

解决思政课“难以入耳，难以入心，难以入行”的问题提供了理

论指导与实践路径，彰显了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育人

使命与时代价值 [1]。

二、教师“用心教”理念与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

教师“用心教”理念是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的核心动力。“用

心教”体现在教师情感投入，内容优化与方法创新三个维度。教

师以真挚情感与人格魅力打动学生，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

紧密结合，构建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知识体系，同时，运用多元

教学方法突破传统灌输模式，创设开放互动的教学环境，使思政

课呈现出理论性与实践性，学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显著增强了

思政课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一） 情感投入：构建教师“用心教”的思想基础

情感投入是教师“用心教”的思想基础，体现在教育情怀与

价值认同的深度融合中。思政课教师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引领教

学，将个人教育追求与国家发展需求相统一，在教学过程中展现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诚信仰与对立德树人使命的责任担当，这

种情感投入不是简单的情绪表达，而是建立在对思政教育本质理

解基础上的价值共鸣，要求教师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以自身道德

修养与人格魅力感染学生。思政教师对理论的深刻理解，对时代

的敏锐洞察，对学生的真挚关爱，共同构成了“用心教”的情感

底色。通过情感投入，思政课不再是冷冰冰的理论灌输，而成为

师生之间思想交流与心灵对话的过程，为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奠

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

（二） 内容优化：打造“用心教”的思政课知识体系

内容优化是“用心教”理念的核心体现，旨在打造理论严谨

又富有生命力的思政课知识体系。教师需紧密关注党的理论创新

成果，及时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教学内

容，使思政课保持鲜活的时代气息。同时，关注学生认知特点与

生长需求，将抽象理论与生动案例相结合，通过国际热点，社会

时事，校园生活等多元素材，实现理论的具象化与生活化，在内

容组织上，遵循学科逻辑与认知逻辑的统一，从“身边小事”入

手引出“天下大势”，由浅入深构建知识脉络。思政课内容既要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又要正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与挑战，通过比较与分析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这种既有理论高

度又有现实温度的内容体系，使思政课真正做到入脑入心。

（三） 方法创新：形成“用心教”的多元教学模式

方法创新是“用心教”理念的实践路径，突破了传统思政课

教学的单一模式。问题式教学引导学生从疑问出发，通过思考，

讨论，辨析过程深化理解；情境式教学通过视频资料，历史场

景，社会调查等创设真实情境，激发学生情感体验；案例式教学

以典型事件与人物为载体，使抽象理论变得具体可感；体验式教

学通过角色扮演，模拟法庭，社会实践等方式，让学生在亲身参

与中领悟理论价值。教学方法的多元创新打破了时空限制，将课

堂延伸至博物馆，纪念馆，社区企业等场所，实现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立体化教学，方法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基于教育规

律与教学目标的理性选择，旨在最大程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思

考能力，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同频共振”效应 [3]。

三、学生“用心悟”理念与思政课学习效果提升

学生“用心悟”理念是思政课学习效果提升的关键要素。“用

心悟”强调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主动参与，深度思考与知行统一，

学生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学习的主动建构者，通过批判性思维对理

论进行多维解读，实现从“知道”到“知其所以然”的转变。理论

学习与社会实践，个人成长紧密结合，促进价值内化与行为外化的

统一，使思政理论真正转化为学生的内在信念与实践指南。

（一）主体参与：激发学生“用心悟”的内在动力

主体参与是激发学生“用心悟”内在动力的关键环节，强调

学生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建构的转变。在思政课教学中，学生不再

是知识的容器，而是学习的主人。通过自主选题研讨，小组协作

探究，课堂辩论展示等多种形式，学生参与度得到显著提升。教

师精心设计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提出疑问，表达观点，展开讨

论，使课堂成为思想碰撞的平台，学生在参与过程中体验到自我

价值实现，对思政理论产生认同感与获得感，学习动机从外部驱

动转向内在需求。主体参与还体现在教学评价环节，学生作为评

价主体参与课程设计与反馈，真正实现教学相长，当学生从“要

我学”转变为“我要学”，思政课不再是必修的负担，而成为提

升思想境界与价值追求的重要途径，“用心悟”的内在动力也随之

被激发出来。

（二）深度思考：培养学生“用心悟”的批判性思维

深度思考是学生“用心悟”的核心环节，培养批判性思维是思

政课的重要目标。思政课不应满足于知识的简单传递，而要引导学

生进行理性分析，逻辑推理与价值判断。教师设计层次递进的思考

性问题，从现象解读到本质探究，从历史回顾到未来展望，引导学

生透过表象把握规律。学生在比较中西政治制度时学会辩证分析，

在研究历史事件时培养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在讨论社会热点时形成

多维思考能力，批判性思维不是简单否定，而是基于科学理论的理

性审视，既对错误观点与不良现象保持警惕，又能在多元信息中明

辨是非。通过深度思考，学生实现从记忆理论到理解理论，再到运

用理论分析问题的认知跃升，真正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与当

代价值，形成具有底气与温度的思想认同 [4]。

（三）知行统一：推动“用心悟”向实践转化

知行统一是“用心悟”理念的最终归宿，体现了思政课价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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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思政课教学不仅追求知识掌握与理论认

同，更注重将理论内化为信念，外化为行动。通过社会调查，志愿

服务，公益项目等实践活动，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检验理论的指导价

值，增强理论自信。思政课教学将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

学生在参与乡村振兴，社区治理，企业发展等实践中，深刻体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知行统一还体现在学生个人成长中，

思政理论不再是考试应对的知识，而成为指导人生选择的重要参

照，在专业学习，就业创业，人生规划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当思

政理论真正转化为学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用心悟”的教育

目标便得到实现，思政课的育人效果也随之彰显出来。

四、“用心教”与“用心悟”协同作用的思政课教学

体系

“用心教”与“用心悟”的协同作用构建了一体化思政课教

学体系。教师的“用心教”与学生的“用心悟”形成良性互动机

制，建立“教—悟—行”一体化教学模式。多元评价体系不仅关

注知识掌握，更重视价值认同与实践转化，真正服务于教与学的

改进，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理论学习与问题解决有机融合，打

造思政课教学新样态，促进思政课从知识传授向价值引领，能力

培养转变，实现提质增效与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一）教学互动：构建“教—悟—行”一体化教学模式

教学互动是“用心教”与“用心悟”协同作用的关键环节，

构建了“教 — 悟 — 行”一体化教学模式。这一模式摒弃了传统

思政课教师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的线性教学方式，建立了师生共

建，互动共享的教学新格局，在“教”的环节，教师不仅传递知

识，更引导价值；在“悟”的环节，学生通过思考与讨论实现认

知跃升；在“行”的环节，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三个环节

不是割裂的，而是螺旋上升的有机整体，课堂讨论中，教师点拨

与学生思考相互激发；案例分析中，理论阐释与现实解读相互印

证；社会实践中，教师指导与学生体验相互促进。这种互动不仅

发生在教师与学生之间，还延伸至学生与学生，课堂与社会之

间，形成多向互动的立体结构。

（二）评价改革：建立基于“用心教”与“用心悟”的多元

评价体系

评价改革是“用心教”与“用心悟”理念落地的重要保障，

多元评价体系突破了传统思政课的单一评价模式。这一体系将评

价主体从教师扩展到学生自评，同伴互评与社会评价；将评价内

容从知识掌握拓展到价值认同，思维能力，实践表现与行为习

惯；将评价方式从期末考试延伸到过程性评价，档案袋评价与项

目化评价，教师“用心教”的评价关注教学设计的科学性，教学

内容的时代性，教学方法的创新性与教学效果的实效性；学生

“用心悟”的评价聚焦学习态度的主动性，思考问题的深刻性，表

达观点的逻辑性与知行统一的一致性。动态化的评价机制随教学

进程不断调整，形成即时反馈与持续改进的良性循环 [5]。

（三）实践创新：打造“用心教”与“用心悟”理念下的思

政课教学新样态

实践创新是“用心教”与“用心悟”理念的集中体现，打造

了思政课教学的新样态。教学空间从封闭课堂拓展到校园文化，

社会实践与网络平台，形成了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立体化教学格

局。教学载体从教材拓展到时政热点，影视作品，历史遗迹与社

会治理案例，构建了丰富多元的教学资源库，教学组织从固定授

课调整为专题教学，项目学习与跨学科融合，形成了灵活开放的

课程结构，思政课教学新样态注重情境体验与价值认同，通过革

命旧址参观，社区调研，模拟法庭等实践活动，使抽象理论具象

化，生活化。同时强化学科交叉与专业融合，将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专业课程，促进了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的统一。

五、结语

教师“用心教”与学生“用心悟”理念的有机融合，为高校

思政课提质增效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路径。在新时代背景下，思政

课教学不再是教师单向灌输，而是师生共同参与的深度交流与思

想碰撞过程。教师通过情感投入，内容优化与方法创新实现“用心

教”；学生通过主动参与，深度思考与知行统一实现“用心悟”；

二者协同作用，构建了“教—悟—行”一体化教学新模式。实践

表明，这一理念有效提升了思政课的吸引力，说服力与感染力，增

强了思政课的育人实效。未来，应进一步深化“用心教”与“用心

悟”理念在思政课教学中的运用，不断探索创新思政课教学方法与

评价体系，推动思政课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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