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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数字技术的融入不仅丰富了教学手段，还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多元、互动的学习体

验。基于此，本文深入剖析了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的现状，并明确了数字技术融入的内在机理与具体路

径，以期推动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创新，提升课程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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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Rule of Law" in universities,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not only enriches teaching methods, but also provides students with more diverse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experience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Rule of Law" in universities, and 

clarifi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specific path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course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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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思想道德与法治》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课程，所涉甚广甚深 ,包括知识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中国与世界、道德与法治等

一系列重要且关键的大命题。该课程的质量和效果取决于课程设计的逻辑、内容能否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否与学生产生思想与情

感的共鸣，特别注重教学内容的生活化、亲和性以及教学方式的技术化、互动性。当下，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探究如何科学有效的

将这些数字技术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具有必要。

一、传统教学模式下的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

教学现状

（一）侧重于理论知识的灌输，忽视了学生主体性的发挥与

多元能力的培养

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授课的过

程中，往往将授课重点落在理论知识的讲解与灌输上。由此产生

的问题是：1、教学活动中学生主体地位的削弱。教育在本质上是

对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培育过程，是一种主体性教育 [1]。教师将大

量的课程时间应用于理论知识的阐释，学生只在课堂上听讲、记

笔记，难以保障学生的主体地位。2、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实践

能力培养受到限制。首先，理论知识强调的是事实判断，侧重于

理论知识的灌输将使课堂教学变成“填鸭式教学”，学生的价值

判断能力无法得到充分培养 [2]。其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不

仅要求学生掌握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实

际生活中，解决现实问题。过度关注理论知识，容易忽视学生实

践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难以将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

（二）教学方法相对单一，学习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有所缺失

在传统的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教师通常采

用讲授的方式，将理论知识单向传递给学生。例如，在讲授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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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主要内容时，教师可能会直接阐述相关定义，再进一步对人

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及其内在关系进行描述 [3]。这种单

一的讲授方式往往导致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缺乏主动思考和深入

探究的机会。同时，大篇幅的文字阐述也导致了课堂互动环节的

缺失，使得课堂氛围沉闷，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积极

性，学习效果不佳。再比如，在讲授“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

的相关内容时，教师往往会结合红军长征的革命事迹，通过描述

长征期间经历的艰难险阻使学生理解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这一

讲授方式虽然结合了具体的历史事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

生理解抽象的概念，但由于仍依托于教师的口头描述，学生很难

做到感同身受，单纯的口头陈述也很难与学生产生深层次的情感

共鸣 [4]。由此可见，传统教学模式高度依赖于教师讲授，教学方

法相对单一，学习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有所缺失，难以与学生产生

充分的思想与情感碰撞，不利于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

二、数字技术融入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

的内在机理

（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

事实判断侧重于对事物本身及其规律的客观描述，而价值判

断则是对事物价值的主观评价。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

学生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更要学会如何运用这些知识进行价值

判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数字技术一方面能

够通过提供丰富的案例和数据，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

形成对事物本身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还能够通过模

拟现实情境、在线互动等方式，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让学生在

实践中学会如何进行价值判断 [5]。数字技术融入高校《思想道德

与法治》课程教学的过程，将有效实现并应坚持贯彻事实判断与

价值判断的统一 [6]。

（二）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相统一

数字技术的融入重构了教师角色，使其从知识传递者转变为

学习引导者。师生通过实时沟通与情感交流，最终形成“教与学

共同体”。数字技术的应用为课程教学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教

学手段，如在线讨论、小组合作、虚拟实践等，鼓励学生积极参

与，主动探索，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力 [7]。同时，学生也不再是被动接受

知识的容器，而是成为了知识的构建者和创造者，能够在数字技

术的支持下，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

和方式，实现个性化学习。这种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相统一的教

学模式，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还有

助于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三）优化课堂氛围与提高教学质量相统一

基于各类数字技术，教师能够设计更加丰富多样的教学活

动。例如，通过引入互动式教学软件，开展线上小组讨论、角色

扮演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使课堂氛围更加活

跃；通过在线教学平台，教师可以发布预习任务、课后作业和拓

展资料，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拓展知识面；通过虚拟实验室模拟

真实场景，帮助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这

些数字技术的融入，不仅能够大幅优化思政课堂的教学氛围，使

更多学生投入课堂、参与课堂，爱上课堂，也能够更好的针对大

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想道德与法治问题，开展人生观、价值

观、道德观、法治观教育，提高教学质量 [8]。

三、数字技术融入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

的具体路径

（一）创新数字技术融入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方案

教学方式对于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将

数字技术融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是数字技术融入高校《思想道德

与法治》课程教学的核心与关键 [9]。既需要高校教师通过对教学

内容的不断钻研找准数字化改革的切入点，也需要以创新思维加

强教学方案设计。具体可行的设计思路包括但不限于：

在绪论部分认识“新时代”这一重难点内容中，可以通过 AI

技术让学生分别与出生于1920年、1950年、1980年的三个青年

进行对话，让学生深刻感受新时代与过去的不同，增强学生对于

新时代这一非凡时代的热爱与自豪感；通过 VR技术让学生感受时

代的交接棒在不同时代的青年之间的传递，体验从先辈手中接过

交接棒的过程，强化自己的时代责任感。

在第一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教学内容中，设计一套测试

题让学生自测自己的人生态度，并在互动式学习平台上上传测试

结果，利用 AI技术统计分析学生总体的人生态度以及存在的相

关问题；设计一套数字化系统，让学生以“获得持久而真实的幸

福”为目标，比一比谁能进行正确的人生态度、道路的选择，并

分别模拟出不同人生观最终的人生结局，引导学生认识到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都无法使人获得真正的幸福 [10]。

在第二章“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教学内容中，通过 VR

技术让学生沉浸式体验长征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感受红军

战士如何靠着顽强的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理解理想信念的

强大力量；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教学内容

中，利用 AI技术让学生与李大钊先生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访

谈，让学生更深入的了解李大钊先生的生平事迹与崇高理想，体

会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11]。

在第三章“崇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教学内容中，

通过在互动式学习平台上组织知识竞赛，让学生论述中国传统文

化中有哪些句子和故事反映了中华民族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将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以数字化手段引入课堂；在互动式学习平台上

建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资源库，整合伟大建党精神、

抗战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各种精神谱系的视频、图片资源，让

学生能够自主学习掌握这些精神谱系背后的故事，理解不同精神

谱系独特的精神内涵。

在第四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内容中，

让学生在互动式学习平台上谈一谈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出相同选择的同学可以建立单独的互动窗口，进一

步讨论为什么该价值观是真实可信的，丢弃该价值观会产生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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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果等，并基于互动记录形成专题报告 [12]。以数字技术为依托

提升学生的思辨、表达、合作、研究能力。

在第五章“发扬中国革命道德”教学内容中，通过数字化技

术将红色资源引入课堂，例如向学生动态呈现革命年代人民群众

的道德风貌、延安窑洞艰苦的生活环境、国家博物馆编号0001号

的绞刑架、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同志的办公桌等历史文物，让学

生进一步理解中国革命道德的多元内涵。

在第六章“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教学内容中，通过 LED

屏幕等数字化手段模拟宪法宣誓现场，请同学们接力诵读宪法序

言，每人诵读一个自然段，并进行宪法宣誓，感受宪法的庄严。

“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教学内容中，借助数字化技术开展情景

剧本沙盘体验，由学生扮演法律案件中的不同角色，沉浸式感受

违法行为对社会和个人的危害，培育学生形成法治思维、提高用

法能力。

（二）加强高校的数字资源建设与数字技术支撑

1.构建多元化的数字技术教学平台与资源库

为了有效实施数字技术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

学，高校应构建多元化的数字技术教学平台与资源库，以为教学

实践的开展提供基础。相关的教学平台与资源库包括但不限于

在线教学平台、虚拟实验室、互动式教学软件等 [13]。通过这些

平台，教师可以发布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如教学视频、电子教

材、案例分析、互动试题等，供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同时，这

些平台还能够支持在线讨论、小组合作、角色扮演等教学活动，

促进师生之间的实时互动。

此外，高校应积极整合校内外的优质数字资源，包括但不限

于博物馆、红色教育基地、纪念馆等数字化资源，并将其融入课

程教学之中。具体而言，通过与地方博物馆合作，可以将历史文

物的数字化档案引入课堂，让学生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亲身体验历

史场景。与红色教育基地的数字化合作，能够让学生通过互动式

学习平台，深入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感。此外，利用纪念

馆的数字化资源，可以开展主题式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探究学习

中掌握研究方法，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 [14]。

2.加强教师数字技能培训，提升教师数字素养

数字技术的融入对高校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为了确保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高校应当加强对教师的数字

技能培训，提升其数字素养。

通过组织专题培训、工作坊等活动，对教师使用在线教学平

台、虚拟实验室等教学工具，以及设计和实施数字化教学活动等

技术能力予以培训。第二，组织《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师开

展定期交流活动，一方面，促进教师之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共

同提升数字技术的应用水平；另一方面，学习和借鉴各自在数字

技术应用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了解不同教学模式的优势和不

足，探索更适合自己课程特点和学生需求的教学方法。第三，高

校可以邀请数字技术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教师进行专题讲座或研

讨会，帮助教师深入了解数字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应用趋势，掌握

前沿的数字教学理念和工具。第四，为了适应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趋势，高等院校应构建相应的激励体系，以促进教师积极探究并

实践数字化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整合 [15]。例如，通过设立专项基

金、开展教学竞赛等多种形式，激发教师的创新热情，鼓励教师

在教学实践中融入数字技术。高校还应对教师在数字技术应用方

面的成果进行公正评价，并给予相应的奖励和认可，以此推动课

程教学的创新与进步。

四、结语

数字技术的融入为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注入了

新的活力，通过重构教学逻辑、丰富教学手段、强化师生互动，

有效提升了课程的吸引力和实效性。未来，需进一步深化数字技

术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创新，以技术赋能价值引领，推动课程教学

在守正与变革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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