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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成果概况 

（一）教学成果名称和主持人 

名称：“以活促教”三维一体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主持人：

杨祥冰。所属部门：马克思主义学院。成果类别：实践教学。实际教

学使用 6年。 

（二）教学成果研究背景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高校思政课的教学中，传统的教师为主

体、课堂讲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

变迁、社会环境的变化、育人目标的改变、受教育对象思想观念的变

化，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方面，已经跟不

上时代的新步伐，这直接影响了教学的实效性，从而会影响到大学生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度和接受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院杨祥冰、李洁白、李燕等几位老师组成课

题组，于 2015 年申报了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科研项目《民办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转型发展研究》（JAS150730），获得立

项。课题组经过一年时间的研究，提出：“以活促教”三维一体的思

政课实践教学模式，决定首先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

程入手解决问题。从 2016 级学生开始试点应用该教学成果，到 2018

年该成果全面应用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门课程当中，至 2019 年本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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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课 4 门课程全部应用了该成果。该教学成果至今已经在 2016 级

-2021 级六届学生的教学中使用，效果良好。 

（三）教学成果解决的问题 

第一，解决长期以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不规范的问题。改变传

统的实践教学形式，把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规

范和完善的实践教学模式，实现实践教学的规范化。 

第二，解决学生对思政课学习过程中积极性较差、参与度较低的

问题。通过规范化的教学模式和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和方法，更加注

重学生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提升学生对思政课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

度。 

第三，解决学生实践能力缺失的问题。通过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活

动，灵活的实践方式，及时的实践总结和反思感悟，培养和锻炼学生

的各方面的实践能力。 

第四，解决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不足的问题。通过全

过程的课程实践，深化学生对思政理论和社会问题的认识，加深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 

（四）教学成果的时间 

本教学成果从提出到实际应用共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课题申报立项阶段（2015 年 3 月-6 月）。成立课题

组，做好先期准备，申报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科研项目，获得立项，

为进一步研究取得了经费和政策的支持。 

第二阶段：成果研究和提出阶段（2015 年 9 月-2016 年 3 月）。

经过课题组一年时间的研究，提出“以活促教”三维一体的思政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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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模式。 

第三阶段：第一个应用阶段（2016 年 3 月-2017 年 9 月）。在

2016 级新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具体实行 “以活促教”

三维一体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进行试点教学，教学过程中继续整理

分析资料，记录下整个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断完善和改进。 

第四阶段：第二个应用阶段（2017 年 9月-2018 年 3 月）。在 2017

级新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应用修改和完善后的实施方

案，进行第二轮教学实践，涉及的班级、教师和专业都有所增加。 

第五阶段：全面推广应用阶段（2018 年 3 月-至今）。《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两门课全体任课教师应用该成果，2019 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两门课全面推广应用，至此，

我校五门思政课（除《形势与政策》外）全部实行该实践教学模式。 

二、教学成果的基本内容 

“以活促教”三维一体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的总体设计为：把

“实践做活”、“感悟做深”、“成果做优”三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

做到实践教学内容充实、选题灵活、形式丰富、做法多样，实现“实

践做活”；学生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和实践的认识，讲述实践收获和心

得体会，把感悟分享给同学和老师，实现“感悟做深”；通过“大学

生思政课实践成果展示大赛”来展示各小组的优秀实践成果，将优秀

实践成果和实践报告汇编成册，作为思政课实践教学资料，实现“成

果做优”。 

第一维度：“实践做活”。教师每学期期初给学生布置社会实践

活动任务，学习小组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选题，选题依据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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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灵活多样，做到选题内容“活”；针对课题完成社会实践活动，

做法可以丰富多样，包括调查、走访、角色扮演、微电影、短剧等，

做到实践方式“活”；运用多种特色实践形式，如：实践成果展示大

赛、重走长征路、画说历史、听案学法等，实现实践形式“活”。 

第二维度：“感悟做深”。学习小组把实践活动过程记录下来，

形成 PPT、微视频、图片等材料并撰写实践报告，小组对整个实践活

动过程进行总结和反思，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和能力的提升，通过课堂

把实践活动的收获和心得体会讲述出来，把感悟分享给其他同学。教

师根据各小组的实践报告和 ppt 感悟讲解对各小组实践活动进行点

评和总结，使学生们获得更多的收获。 

第三维度：“成果做优”。教师可以把自己班上优秀的学生实践

作品，推荐参加全校每年开展的“大学生思政课实践成果展示大赛”，

通过比赛来展示各小组的优秀实践成果（这个比赛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组织，从 2016 年开始已经开展了六届），并对获奖的实践小组进行

奖励，将优秀实践成果和实践报告汇编成册，作为思政课实践教学资

料。 

通过这种“以活促教”三维一体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提升学

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实现了把课堂教学和课外实

践相结合，形成了规范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培养和锻炼了学生各

方面实践能力，使思政课真正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课程。 

三、教学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及创新点 

   （一）教学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通过研究和实践形成科学规范的实践教学模式 

通过六年的实践研究和教学实际运用，已经形成了比较规范和科

学的实践教学模式，即：“以活促教”三维一体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模

式。通过“实践做活”、“感悟做深”、“成果做优”三个维度，以

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实现了思政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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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在组织管理、实践形式和实践考核上的规范化，解决了过去那

种实践教学形式随意甚至缺失，没有规范的实践教学模式，实践教学

效果较差的问题。 

2.做“活”实践活动，提升学生思政课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首先，实践形式“活”，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包括：

实践成果展示大赛、重走长征路、法学社“听案学法”、读书社读书

分享会、画说历史等。其次，学生实践“活”，实践学习小组针对选

题完成社会实践活动，把活动过程记录下来，形成 PPT、微视频、图

片等材料并撰写实践报告，然后，用多种表现形式，比如视频、说唱、

相声、短剧、演讲等讲解实践感悟，通过这两个“活”提升学生思政

课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3.教师全程跟踪指导，提高学生各方面实践能力 

实践过程中，任课教师要全程参与各小组的实践活动，全程跟踪

指导与监督，包括布置任务、指导选题、组织实践活动、指导撰写实

践报告和制作 PPT、课堂讲感悟、实践成果展示等环节，进行有效的

师生交流与互动，充分发挥教师在实践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保证整个

实践活动的实效性，全面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综合实践能力。 

4.通过各环节实践深化情感认同，解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不

足问题 

通过“实践做活”、“感悟做深”、“成果做优”三个环节实现

以活促教，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学生把教材所学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

当中，并深化拓展相关理论知识，广泛的接触社会，加深对基本国情、

社会现实和人际关系的认识，在实践中检验所学的理论知识，实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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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践-理论”的飞跃，深化情感认同，正确理解和认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自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传播者。 

（二）教学成果的创新点 

1.突出以活促教。实践活动中突出一个“活”字，做到中心明确，

主题突出，方法灵活，形式多样，学生自己设计实践活动、讲授自己

的实践感悟、参加比赛展示优秀的实践成果，让实践活起来，让学生

动起来，真正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通过这样的实践教学模式使学

生更好的掌握理论知识，提高思想道德和政治素质，培养和锻炼各方

面的能力，实现全面的发展。 

2.实现全过程、分层次、规范化的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实

现了思政课全过程实践，四门课程全部按照“以活促教”三维一体的

模式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各具特色；实现了分层次实践，比如：对

艺术类学生开展“画说历史”实践活动，与其所学专业相结合，对一

部分思政课学习积极分子开展重走长征路实践研学活动；实现了规范

化实践，形成“以活促教”三维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实现了思政课

实践教学的规范化和体系化，更好地把思政课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结

合起来。 

3.实现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结合。实践中根据不同的专业设计

选题，把思政课理论知识和具体专业相结合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把思

政课实践融入专业课实习实训当中，做到思政实践和专业实践的结合。

此外，思政课教师还会邀请专业课教师共同指导学生的思政课实践，

从专业课的角度对学生实践活动进行指导，做到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

的紧密结合。比如：艺术类学生运用专业绘画技巧创作有关中国近现

代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的绘画作品，然后进行展讲活动，实现专业知

识、技能和思政元素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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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成果的应用情况及效果 

（一）成果的校内应用情况 

本成果作为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科研项目《民办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模式转型发展研究（JAS150730）》的研究成果，从 2016

年开始应用于本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当中。 

2016 年部分教师在个别课程和班级试点实行本成果；从 2019 年

至今，该成果在本校全面推行，思政课全部课程、所有教师都按本成

果方案开展实践教学，经过近 7 年的实践运用，该成果已经作为本校

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固定模式确定下来。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学院共举

办了六届全校“大学生思政课实践成果展示大赛”。 

（二）成果的校外推广情况 

2017 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杨祥冰老师在南京三江学院召

开的首届全国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会年会论坛做了“‘以活促教’

三维一体”的主题发言，详细介绍了该成果。 

2018 年，我校承办了泉州市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会年

会暨研讨会，泉州市十几所高校，近 100 多位思政课教师参会。会上

杨祥冰副院长做了主题发言，专门介绍了“以活促教”三维一体实践

教学模式。 

2019 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杨祥冰老师分别在西安培华学

院举办的“全国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上海建桥

学院举办的“思政课建设研讨会”做了小组交流发言，介绍了本成果。 

2020 年，南京三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无锡太湖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分别组织教师来我校开展学习交流活动，学习交流的主题就

是“‘以活促教’三维一体实践教学模式”。 

2021 年，我校杨祥冰老师、潘亚绒老师分别在教育部组织的四

川大学和吉林大学思政课教师培训班小组交流中介绍了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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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果通过研讨会、校际交流、教师流动等途径在多所高校思政

课实践教学中得到推广运用，涉及到民办本科、专科院校和公办专科

院校。包括无锡太湖学院、南京三江学院、泉州幼儿师范高的专科学

校、泉州海洋职业学院等 6所院校。 

（三）该成果应用的实际效果 

第一，通过“实践做活”、“感悟做深”、“成果做优”三个维

度，锻炼了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各实践学习小组在选题、查阅资料、

进行实践、制作 PPT 课件、课堂讲述感受、实践成果展示比赛的过程

中，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全员参与，共同完成，使每位同学都培养

和锻炼各方面的能力，诸如：实际动手能力、查阅资料能力、团结协

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与人沟通交流能力、创新能力等。很多学生

在期末的时候都说：在这门课程上学会了很多东西，很有收获。 

第二，在教师主导下，以学生为主体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学”、

“做”、“讲”、“展”有机统一，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真正

实现了“学与思”、“学与做”相结合，使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更

加牢固，并能做到活学活用。学生在实践中能够积极思考、深入体悟，

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积极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同时，学生课堂参与度极高，一学期下来，几乎所有的学生

都有参加课堂交流感悟，在实行该模式的班级里学生玩手机、睡觉、

旷课等现象几乎不存在。 

第三，实现了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学校“课

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的主导作用，把思政课理论知识和具体专

业相结合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把思政课实践融入专业课实习实训当中，

做到思政实践和专业实践的结合。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结成实践

指导团队，共同指导学生的思政课实践，从专业课的角度对学生实践

活动进行指导，做到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紧密结合。我校有两门专

业课程获评福建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第四，通过多个环节的考核，更好的反映了学生的学习效果。该

模式下考核是多阶段进行的，课堂学习、参与实践、课堂讲述、成果

展示每部分都有考核，更加注重的是对学习过程、学习效果和能力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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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考核。在该模式下，学生们的课堂和课外实践参与度和学习积极

性非常高，所以期末成绩都很高。 

第五，通过“以活促教”三维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实现了思政

课实践教学的规范化，增强思政课的活力，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加深思想认识，提升实践能力。成果实行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举

办了 6 届“大学生思政课实践成果展示大赛”、汇编了 4 期“概论课

优秀实践报告”、开展了 3届“画说历史”展讲活动；泉州晚报记者

2 次采访报道、学校网站、石狮日报、教育厅网站都报道过该成果的

相关活动内容。 

五、结束语 

一种教学模式是否适合教学需要主要看其在教学过程中能不能

起到积极的作用，带来良好的教学效果。“以活促教”三维一体的思

政课实践教学模式在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使用以来，收效良好，广大

师生对这种教学模式做出了较高的评价，现在正在逐渐扩大使用范围，

今后将逐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中实行。当然，这种教学模式

还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希望通过我们的教学实践不断地加以改进和

完善，使其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