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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课堂”与“大课堂”的有机融合

——项目式学习在高校思政教学中的应用与效果评估
赵梦瑶

广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1363

摘      要  ：   随着教育体系的不断改革，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面临着教学方式单一、内容与实际生活脱节等问题，为弥补这一缺

陷，出现了项目式教学。项目式学习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让学生通过做参与实践项目

来有效理解思政理论知识，并且活学活用。本文首先分析了项目式学习与思政教育结合的现状与挑战，接着提出了具

体的应用框架，探讨了如何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巧妙融合，并通过案例分析展示其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效果。最

后，本文对最后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对应的改进方法。研究结果表明，项目式学

习能有效促进学生的理论知识转化和实践能力的提升，是实现“知行合一”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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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continuous reform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del is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single teaching method, disconnection between content 

and real life.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is defect, project-based teaching has emerged. Project-

based learning, as a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mode, simply means that students can effectively 

underst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by participating in practical projects, and learn and 

apply them actively.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the combinatio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n puts forward a specific 

application framework, discusses how to skillfully integrate classroom teaching with social practice, 

and demonstrates its application effec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case analysis. 

Finally,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final implementation effect,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oject-based learning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udents'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ractical ability, 

and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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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高等教育发展飞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学生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的关键课程，也需要跟上改革创新的脚步。传统的思想政

治课程仅仅注重理论知识，忽略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就导致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到的知识，无法在实际生活中运用，两者脱节严重。因

此，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提升思想教育的教学质量是现在教育改革的一大难题。在当前形势下，项目式教学逐渐开始受到教育界的重

视。这种教学方式让学生能够在具体的项目中运用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还能有效提升学生课堂兴趣，尤其在思政课教学中，项目式学习

就可以把理论课堂这个“小课堂”与社会实践这个“大课堂”相结合，让两者之间有效融合。因此，本文将从项目式学习在大学思政教

育课堂中的实际应用效果开展相关研究，分析其在实施过程中的优势和缺陷，旨在为教学改革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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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式学习与思政教学的结合的现状与挑战

（一）项目式学习的概述与特点

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作为一种教育模

式，侧重于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学科知识。在这

种模式中，学生通过分组合作，共同研究一个具体的项目，在这个

过程中，不仅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能得到提升，还能锻炼其动手

操作的能力。项目式学习最早是 20 世纪初在美国开始推行，后来

随着教育理念的改变，逐渐在全球各地流行起来，不论是科学技术

领域还是社会学领域，很多地方都开始采用项目式学习这种教学方

式。尤其是在大学思政课上，项目式学习的引入给传统教学方式带

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思政教育中，项目式学习打破了理论和实

践之间的障碍，把抽象晦涩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实操任务，由

此一来，学生不仅对理论思想的理解更加深刻，还更愿意积极参与

到社会实践中，加强了对社会的责任感 [1]。

（二）高校思政课的现状与困境

高校思政课程长期面临着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参与度低的困

境，虽然本门课程理论性强，但实践环节太少，学生所学知识容

易与现实生活脱节。当前教育提倡让学生主动学习，培养综合能

力，但是很多思政课高校教师仍然存在长时间的课程讲授，往往

忽略学生自主学习和讨论，导致学生学习知识只有被动接受，教

学效果较差。而且，课堂上的教学方法单一，没有针对不同学生

因材施教，导致学生兴趣度不高。由此造成了恶性循环，课堂互

动少，学生提不起兴趣也缺少参与度，从而导致高校思政课程当

前的困境，教学效果收效甚微。

（三）项目式学习在思政课中的潜在优势与困难

项目式学习给大学思政课的改革带来了新方向。例如，学生

在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可以通过参加社区服务、志

愿者等项目，将抽象的价值观转化为实际行动。与传统的教学方

法相比，项目式学习能让学生更积极地参与，还能提高他们的实

践能力。学生在做项目的过程中，不仅能积累更多实操经验，同

时还能提高对思政课的理解度和认可度。不过，项目式学习在实

际应用中也存在部分问题。首先，项目的设计要求教师专业能力

强，且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但是现目前大多数教师不具备项目

式教学的经验，这就给项目式学习的推进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此

外，项目式学习还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动力和团队合作

精神，但是同时具备这些能力的学生数量也比较少。最后，实行

项目式学习通常需要更多教学资源，例如实践基地、社会合作单

位等，这无形中增加了教学成本，也让教学过程趋于复杂。所

以，在推广项目式学习时怎么解决上述问题，保证教学质量，让

学生更深入地参与，是目前亟需研究的课题 [2]。

二、项目式学习在高校思政教学中的应用框架

（一）项目式学习的设计原则与实施策略

在高校的思政教育中，设计项目式学习的原则在于把思政课

的内容研究透彻，以确保学生既能学到理论知识，还能在实际生

活里发挥这些知识的作用，体现出其相应的社会价值。设计课程

的第一步，首先需要梳理清楚需要让学生学习的内容。思政课的

主要目的即是让学生理解并且认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在

设计课程的时候必须围绕该目的，选取一些和现实生活紧密相

关，又能体现当下时代特点的教学内容。例如，选择当前社会热

点问题或者和国家发展相关的真实案例来作为课程的导入，就能

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让其提升对于思政课程理论的认

可度。第二，课程设计还需针对不同学生的个人情况设计出多样

灵活的内容，使得不同成长背景、性格各异的学生都能从中找到

自己愿意参与的项目。这样一来，每个学生都能按照自己的情况

学习，学习的积极性也能得到有效提升。第三，在具体实施项目

式学习的过程中，教师需要从教学活动和评价方式两方面出发。

首先，教学活动可以设置现实生活中会出现的问题场景，让学生

组队进行讨论、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完成具体的项目任务。在

这个过程中，教师不再是单纯地给学生讲授知识，而是通过组织

具体的项目来指导学生动手操作。其次，教师进行评价的时候，

不能只看书面成绩，需要从多个方面来评价学生在项目里的表

现，例如，团队合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思维等等。通

过这种全方位的评价，就能清楚了解学生能力的提升情况，也能

为以后改进课程提供依据 [3]。

（二）课堂内外的有机融合：小课堂与大课堂的结合

项目式学习的优势之一在于能把课堂理论知识和课外实践活

动相结合，让学习过程变得更轻松丰富。传统教学课堂基本都在

教室，学生和外界接触较少。而项目式学习则为广大师生搭建了

对外交流互动的平台，让课堂不仅仅局限在教室。在项目式学习

中，课堂教学内容主要通过项目设计来与社会的实际需求相联

系。例如，可以通过设计跟社会发展、社区建设或者志愿服务相

关的课题，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这些项目，与社会人员接触和感受

课本里的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里的实际作用。在将课堂理论与社

会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还能让学生遇到真实社会中各种各样的

挑战。举例来说，当学生去参加社区服务项目时，可能会碰到和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的人交流互动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

题，学生就得用思政课上学到的理论知识，这也能让他们发现理

论和实际之间的差别和联系。总的来说，把课堂学习和社会实践

融合在一起，学生既能在实践中更好地理解思政课的理论知识，

还能锻炼其本身的实践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这对提高学生各

方面的综合能力有极大的帮助 [4]。

（三）实践案例分析

应用实例与效果反馈项目式学习在思政教学中的实际应用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来理解

其实施过程中的优势与成效。例如，某所高校的思政课老师设计

了一个与社区服务相关的项目。需要学生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这个主题，到社区里去做调查，同时参加志愿服务。在调

查的过程中，学生需要利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分析该社区

里存在的社会问题，同时还需要提出解决方案，最后写成调研报

告，向社区领导汇报。通过完成这个项目，学生不仅对思政理论

理解得更透彻，同时实践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也得到了极大的

提升。从反馈数据来看，这种项目式学习的方法有效提升了学

生对于课堂学习的兴趣，也表现出更大的参与意愿。从评价方

式来看，项目式学习评价的维度也很全面，能考察学生多方面

的能力，诸如团队协作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等，这对学

生综合能力的发展很有帮助。不过，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遇到

了一些难题。比如说，项目式学习对教师的要求比较高，教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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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需要具备实践经验，还需要具备有效组织和管理项目的能力。

另外，要开展项目式学习，还需要有较强的外部支持，例如和社

区、企业等社会组织相互合作，这就要求高校具备更多的外部资

源和管理规划能力。虽然存在困难，但总体来讲，项目式学习在

思政课里的应用仍然具备较大潜力，如果过程中不断地优化和改

进，有望未来在更多的教学实践里推广落地。

三、项目式学习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效果评估与优化

（一）项目式学习的效果评估方法

对项目式学习在高校中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需要从量化和

质化两个维度进行评估。量化评估即是通过固定的量化指标来对

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估，例如期末考试成绩、课堂讨论的活跃

度、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出勤率等方面来进行评估，这些具体

的数据，都能够有效帮助教师了解学生对思政理论知识掌握程

度，以及是否能在实际生活中有效运用。但是仅凭量化指标也不

能完全确定学生在项目式学习里各方面的能力。所以，质化评估

就特别关键。教师可以仔细观察学生在项目里参与的程度、团队

合作能力、有无创新思维，以便从这些方面进行更深入的评估，

从而形成对应的质化评估。除了评估学生个人的学习成果，课程

本身的效果也需要收集反馈意见。在课程结束时，可以通过问卷

调查、教师自我反思总结、学生互评等方式，了解项目式学习的

课程设计是否符合学生的需求，能否引起学生更多的学习兴趣。

这些反馈意见既能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方法，也能为课程的优化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 [5]。所以，把量化和质化这两种评估方法结合起

来，能更全面地掌握项目式学习的教学成果是否奏效。

（二）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虽然项目式学习相较于传统思政课堂学习确实存在其不可替

代的优势，不过在实际应用中，也显现了一些不足之处。首先，

在课程设计这一方面，部分思政课的项目内容过于单调，无法让

学生深入思考，更无法激发其实践探索的动力。部分教师在设计

项目时，侧重于将所有理论知识一股脑灌输给学生，没有考虑到

学生真正的需求。所以，课程设计需要更加灵活多样，必须结合

学生兴趣爱好和社会发展趋势，才能设计出更具挑战性，又与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项目，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其次，

在教师培训方面，部分老教师仍旧习惯传统的教学方式，缺乏对

项目式学习的理解与应用。针对这个问题，高校可以定期组织专

业培训，开展教学研讨活动，以此提高教师设计课程和管理项目

的能力。最后，部分高校还存在资源分配不合理的情况，这就导

致在实施项目的时候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高校应该积极整合学校内部和外部的资源，与社会各类企业或组

织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多方努力从而共同推进项目式学习的

顺利开展。

（三）对未来思政教育改革的启示

项目式学习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成功应用，为未来教育改革

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首先，项目式学习尤其注重实践，这意味着

未来的思政教育也将更重视实践环节的设计。传统的理论灌输式

教育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未来的思政教育需要把课堂

上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发挥项目式学习的作

用。其次，项目式学习具备超前的创新性，这也意味着思政教育

改革需要从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入手。在项目式学习中不断引导

学生、启发学生，从而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创新，锻

炼自身批判思考的能力和创造力。更重要的是，项目式学习还能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给以后思政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

路。学生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时候，能更深刻地明白什么是社会

责任，从而更关心社会的发展趋势，也更愿意参与到社会建设当

中。总体来说，项目式学习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理论和实践有机

结合，能切实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对以后高校思政教育

改革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项目式学习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

应用展现了显著的优势。通过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不仅增强

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还激发了他们对思政理论的深入理解与认

同。本文通过对项目式学习的探讨，指出其在高校思政教学中的

设计原则、实施策略及效果评估方法，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了其

实际应用中的效果与潜力。在此过程中，课堂与社会实践的有机

融合，以及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互动式学习，进一步增强了思

政教育的实效性与生动性。然而，项目式学习在具体的实施过程

中仍面临一些挑战，如课程设计的复杂性、师资培训的不足、资

源配置的合理性等。因此，优化课程设计、加强教师培训、整合

社会资源成为推动项目式学习深入发展的重要措施。未来，高校

思政教育应继续创新教学方式，推动项目式学习的广泛应用，培

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的新时代青年，为全面提高思政教

育质量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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