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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情境教学法在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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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开放性情境教学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设教育情境的教学实

践进行探讨，揭示开放性情境教学法对培养和弘扬学生的主体性、提高课程的实践性，以及增强学

生学习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积极效果，以期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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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性情境教学法，作为一种现代教学模式，有

异于封闭的传统教学模式。开放性情境教学法反对

教材中心主义、教师中心主义、课堂中心主义、教学

分离主义与分数中心主义，提倡教学资源开放、教学

手段开放、教学场所开放、教学过程开放、教学目标

开放、教学方法开放与教学评价开放，在教学中有目

的地创设教学情境，以培养学生主体性为目标价值

导向，以 活 动 为 生 成 机 制，以 实 践 性、自 主 性、能 动

性、创造性为根本特征，重视个体的潜能建构。

　　一、开放性情境教学法的缘起与宗旨

长期以来，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

更多地采用相对封闭的“灌输式”（或“填鸭式”）的传

统教学模式，教学形式呆板单一，教师唱独角戏，照

本宣科，对政治理论采取生搬硬套的灌输，完全忽略

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也忽略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地

位，师生缺乏互动，教学分离，谈不上因材施教。据

近十年以来我校思政公共课教学的学生跟踪调查报

告的结果来综合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不同院系与专

业之间的各项指标有一些差异，但总体上，学生乐意

学的仅占３０．０５％，上 课 认 真 听 讲 的 只 占１９．１４％，

有的班到课率不到７０％，有３５．５％的认为“上思想

政治理论课没有什么意义”。个中理由，缘于思政课

教学中普遍存在一些诸如教学手段单一、方法陈旧、

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等问题，导致思政课独特的政治

导向和育人功能难以发挥，思政理论应有的社会功

效也难以发挥。因此，高校思政理论教育的改革已

经成为大学 生 内 在 心 理 需 求 和 教 育 当 局 的 迫 切 需

要。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在于教学法的

改革，诚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教授所言：

“教学方法的大变革，可能是今后深化教学改革、质

量大提高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近年来，我们为

了打破“政治理论灌输模式”，学习国外后现代主义

学习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等现代教学理念，借鉴国

外大学许多成功的教学方法改革典范，如“基于问题

的学习”、“案 例 教 学 法”等 情 境 教 学 模 式 的 成 功 经

验，并结合我校工科院系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情况，

做的理论联系实际，将开放式情境教学模式引入教

学课堂，有目的地创设教学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般

地感受所要讲述的内容，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更好地理解和内化思想政治理论。

开放性情境教学法的宗旨主要在于：突破传统

封闭式教学观，构建开放式教学观；以学生为中心，

打破“教师中心主义”；培养学生能力，变知识本位为

能力 本 位 ＣＢＥ（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加

强情感教育，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改“授人以鱼”为

“授人以渔”，把传授知识与传授方法相结合；贯彻因

材施教原则，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废除‘灌输式”，

采用“开放式”、“启发式”与“情景式”等教学方法；施

行师生互动，课内外结合。

　　二、开放性情境教学法的具体措施与要求

开放性情境教学法有异于以往的传统课堂教学

改革，并没有局限于某一个课堂或某一两种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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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传统的封闭式与讲授式教学不同，教学地点是

开放式的，教学形式也是多样化的，把课堂教学与课

外教学相结合。由于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征与

各个院系学生实情不同，我们只能提供一个教学模

式作为范式，实践中应该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变化与

调整。整个教学可以划分为５个环节，每个教学环

节的具体要求是不一样的。

第一环节为“课前调查，布置主题”。在开始课

前，老师对全部上课的学生进行知识积累和兴趣调

查，设置５～１０个问题，如“对于本课程，你最想了解

的是什么”、“你期望对你哪方面产生影响或帮助？”

等等，通过这个途径来获得学生的知识（情趣）的积

累现状，了解开放性情境教学法与学生本身实际情

况相结合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对本课程提

出多于本班学生人数的问题，让学生有挑选，每人需

要选择一个并登记。

第二环节为“预设情境，导入情境”。利用诸如

教师入情入境讲解、学生情景再现表演、问题情境设

置、细节比拟、体会故事情景、实践教学等方法，充分

利用形象，创设典型场景，激起学生的学习情绪，把

认知活动与情感活动结合起来，对于要讲解的内容，

或由老师交代背景，或由学生来交代背景（视内容而

定），达到如临其境之感，要充分利用重大节日、重大

事件、重大活动，如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

等重大事件，让 学 生 在 这 些 重 大 活 动 中 去 感 受、感

动，在感动中净化心灵。

第三环节为“撰写论文，师生互动”。按照课程

进行的进度，视选题的情况，师生进行交流或由学生

针对选题独立查阅相关资料与文献，依据了解的状

况，提出与分析问题，形成自己的观点，撰写论文，并

制作课件，进行主讲，当场答辩，同学们畅所欲言，直

抒胸臆，营造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体现高度的开放

性。然后学生再结合主讲答辩的情况修改论文。

第四环节为“教师点评，总结提高”。任课教师

对每一位同学的论文及主讲情况进行简短的讲评，

进行纠正、补充、释疑，延伸，学生对自己所讲进行回

顾，总结经验，撰写一篇教学改革心得。到学期末，

制作有关教学改革的调查问卷，进行跟踪调查笔录。

第五环节为“实践体验，深化认识”。要充分发

挥第二课堂的作用，组织学生深入工厂、社区、农村，

开展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勤工助学和科

技活动创新，让学生在参加社会实践中，了解国情、

了解社会、磨练意志、增长才干，培养协作精神，增强

社会责任感。第五环节是作为课外活动来进行的，

是课堂教学的延伸。

　　三、开放性情境教学法的特质与绩效

为了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开放性情境教学法，提

高理工类高等院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课题

组成员在湖南工程学院、湘潭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中大力推广，并有意识地收集广大学生对该

教学模式的信息反馈并加以分析与研究。从第一个

环节起，随 时 建 立 电 子 档 案（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与 评 定 包，

对每一位学生的教改情况进行登记，并在期末进行

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实践表明，在思政课教学中引

入开放性情境教学法是行之有效的，并颇具特色。

（一）贯彻素质教育方针，建构开放式人才培养

模式

针对以往片面的科学主义教育和狭隘的专业教

育的种种弊端，开放性情境教学法侧重于以文化素

质教育为突破口，在教育目标上，强化了提高学生全

面素质的宗旨；教育内容上，要求施以开放式教育；

教育方式上，重视学生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

挥；教育途径上，注重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结合；教育

评价上，衡量教育效果重基础、重长远而非眼前。构

建开放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以社会为课堂，加强社会

实践环节，与社会建立广泛的、息息相通的联系，学

校内部要开放，发挥大学多学科“生态”优势，资源共

享。学校要建立社会实践基地、合作研究、服务社会

等多种方式，走出去、请进来，广泛利用丰富的社会

资源，丰富自己、充实提高。

（二）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实施以人为本的个

性化教学

传统的教学模式基本上是以“教师讲，学生听”

为主，把教学当作知识的“传授—接受”活动，其性质

是教师主动、学生被动的单一活动，忽视了学生情感

的需要和能力的培养。而开放性情境教学法重视教

学行为的互动性，教学其实就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

知、情、意、行的互动过程，并创设多种教学情境，组

织学生在互动中进行不同形式的学习，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通过不同情境中的互

动形式的内化与外化，促进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

充分发展。实施以人为本的个性化教学，使每名学

生都能成为成功的、效率高的学习者。

（三）突破传统教学交往观的窠臼，形成多维度

的交往—发展观

与传统 的 单 一 的“主 体—客 体”交 往 观、“双 主

体”交往观不同，思政课开放性情境教学法是一种交

往—发展性教学，就是将教学活动纳入一个多维的

人际交往的行为空间，这是一种开放性、建构性的活

动。用“交往—发展观”取代以往的“知识中心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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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中心论”。师生是共同参与、交互作用与影响，

并有着虚拟角色的互相转换，学生不再是单一的被

动的学习者，既是演员，又是导演。还要求把课堂与

课外交往同时并举，互为重点，把教学全面贯彻到社

会交往中去。

（四）注重思维艺术培养，提高各种能力

通过开放性情境教学法的情境体验，教师讲授

科学的思维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注重于创新

观念的养成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

以及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和

学习兴趣，增强自主学习的意识。而作为一种“创新

发展模式”，即“教育—人才—能力”系统，是“创新的

支持系统”、“创新的孵化系统”、“创新的环境系统”，

其作用更为根本。调查表明，２０１０年参与教改的学

生认为这种教改对其自学能力（２３．３％）、思维能力

（２６．５％）、创新能 力（１３．５％）、应 变 能 力（１５％）、表

达能力（２１％）等各种能力培养“有很大好处”，认为

“有 一 定 好 处”的 分 别 为 ４３％、３１．５％、３３％、

１８．５％、４３．３％。

（五）发挥情感教学优势，提高教学效果

高校思政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指

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

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理论教育。开放性情境教学法要求运用丰富

的教学资源与多种教学手段，来进行“有效性教学”，

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让他们在情感满布的环境中，

受到深刻的教育，因为注重情感因素对于增强学生

情感的唤醒功能，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也必然有较

大的帮助。结合学生对教改的满意度与幸福指数来

看，开放性情境教学法基本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与

欢迎。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较，在学生所受欢迎的

上课类型中，“开放性情境教学法”占７１．３％，“讲授

式”的１０．５％，“讨论式”的５０％，“谈话式”的３２％。

教学效果上，认为开放性情境教学法“效果显著，可

以大力推广”的３４．５％，“效果较显著，可以推广”的

２７％，“效果很差，应该停止”的４．６％。

当然，开放性情境教学法的应用与推广仍然具

有很多不足与困难，其中既有它自身的原因，也有外

在原因。如对学校图书资料、教学设备与学习场所

等硬件设施，对教师的文化素养、敬业精神与工作能

力等，对教育部门在教学改革经费投入等都具有很

高要求。这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摸索与总结

经验，进一步完善开放性情景教学法，努力寻求广泛

的理解与支持，为开放性情境教学法营造一个更好

的生态环境。

（本文所引用数据均来源于湖南工程学院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评议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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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Ｓｕｃｈ　ａ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ｎ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ＳＴＭ；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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