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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趣味性是遵循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从思政课学科特点出发，使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性共同

提高，营造一种自然、融洽、轻松、活跃的教学氛围，最大程度地让学生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教学目

标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同时艺术专业学生的特殊性，更要辅佐现代化教育教学手段，来实现思政课预

期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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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room interest follows the laws of student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tarts from the sub-
ject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o increase the enthusiasm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creating a natural, harmonious, relaxed and active teaching atmosphere, 
and maximizing students’ new teaching method with the teaching goals of self-learning and self-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particularity of art majors requires the assistance of moder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ethods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teaching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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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我们作为培养

青少年思想的思政课教师，有责任贯彻好总书记关于培养和育人方针，“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

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在教

学上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自己本身政治意识要强，同时要结合学术性，要让真善美在学生心

中播种，促进学生走好人生第一步。同时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他们作为民族复兴大任担当

的“大国工匠”。 
“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这

对于思政课老师提高了自身的要求。思想深远，目光放长远，同时也要扎根学生的泥土，用最真诚的品

格引领他们，以身作则，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努力把思想政治课上好，教学与生活自律，双向引导，作为

一名合格的思政课老师。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思政课是学校课程重点“关键课程”、“无法替代”的课

程，这是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精确定位。同时，也更加体现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地位[2]。因为这

会影响到所有学生的意识形态。我们能否发挥立德树人，从思想上锻炼和教育好学生，关键是看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质量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教学上直达人心，被学生们接受，首要关键也是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质量效果。我们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育人首先要育心，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是教育人的工

作，是一个培养学生思想心智的过程，其“关键性”、“不可替代性”如果发挥不好，会导致思想滑坡、

精神萎靡[3]。正确引导学生，注重解决学生的思想困惑和理论不足。马克思曾说：“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就应该坚持做好以理服人，做好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设计，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方法论讲清楚，发挥其思想核心教育作用，使学生

乐于学同时学得好。 

2.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原则 

2.1. 快乐性原则 

人的认识过程是各种非智力因素与智力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非智力因素包括兴趣、情绪、动机等，

智力因素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能力等，其中，在一定条件下，非智力因素起到决定性的作

用。所以大家常说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实际上内涵是指非智力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可见快乐教

学、兴趣教学是如此重要，思想政治理论课就要结合快乐教学的模式，首先教师能够快乐地教学，同时

学生能够快乐地学习，双互推进，使学生从灌输式教育变成快乐式主动学习，改变传统模式。快乐性原

则是本次探讨的首要原则，应该贯彻到整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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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思政性原则 

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融合了快乐性原则，但思想政治性仍为核心之一，教学四大要素(学生、教师、

教材、教学方法与手段)，教材内容课件很重要。需要把教学四大要素与学校思想教育协同优化。就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需要有良好的教学方法，而且需要对教学方法与手段进行相对应的创新改革，对

教材的中心思想加以提炼，科学处理，把思想政治性贯彻始终。 

2.3. 主体性原则 

教学中，学生在学习中占据主体地位，是学习的主人。传统课堂更多的是以教师为主体，主观性的

把知识机械灌输给学生，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发挥出来，而且扼杀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影响学

生的成长。快乐教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更多以学生为主体，在“乐中学”和“乐中成长”，才不违背现

代教育原则，所以要把握好主体性原则。 

3. 课堂趣味性的模式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结合 

课堂趣味性，在教育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不是只有当代人要去行动。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道的学习方式，只是灌输思想的填充教育，没有任何创新方式和缺乏

情感因素。而好学和乐学的学习方式，带有自身情感激励因素，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乐于愿意去学，

成功效果加倍。从最近教育来看，以“为考试而学，为考试而教”这种模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被学生、老

师和教育界人士的质疑和排斥。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没有在思想政治上引导教育好

学生，又打消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师生教育关系变成一个机械化输出与输入的过程，学生缺乏了思

考，缺乏了创造性，只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机械的“知识”型人才。在这种背景下，很有必要去探索新型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践，快乐教学应该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探讨的重点。近年来，快乐教学运用

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较少，仍需要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再共同探索研究[4]。 
所谓课堂趣味性，是要围绕学科特点，采取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手段，让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调动

起来，从而创造一种轻松、愉快且有效的学习氛围，使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发展达到最大程度的一种新

型教学方法。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情绪表现为两种姿势；一种是积极姿势，当人的情绪处于这种姿势，

人的各方面机能就处于亢奋状态；另一种是消极姿势，当人的情绪处于这种姿势时，人的各方面机能就

处于抑制状态。课堂趣味性模式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实践运用，其主要核心是把立德育人、全面育人作

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突出兴趣培养，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个性和创造

性，使得教师乐于教学，学生主动学习，达到共同推进，共同进步。 
课堂趣味性的主要误区，有人认为课堂趣味性就是一味地降低教学要求，脱离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主要教学内容，完全迎合学生的兴趣口味，达到上课轻松愉悦的氛围就行。教学实践上，表现在重事例

而轻理论，重现象而轻本质。事实上，我们是要结合学生的兴趣和思想政治理论的主观思想，通过现实

生活中的案例加以分析，从而激发学生学习下去的信心。如果学生对教学内容没有兴趣，心理上产生排

斥，即使教学模式活泼，手段先进，也得不到真正意义的课堂享受，所以主要核心还是教学思想内容，

课堂趣味性只是辅助手段。 

4. 课堂趣味性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构建模式 

4.1. 名师进课堂，讲好思政课 

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在于老师，放眼看去，“金课”都是离不开金牌教师。教师掌握整个课

堂的氛围，把握课程未来的发展性，起着主导性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名师都愿意走上讲台，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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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很明显看出课堂效果有很大改进[5]。 
“读懂中国”是上海高校开设的“中国系列”思政选修课的一部分。像这样系列的“中国系列”思政

选修课程，已经实现了上海高校全覆盖，通过扎根中国土壤，结合中国事实，生动的融合了思想政治理

论知识，使其成为一个品牌特色，像复旦大学“治国理政”、同济大学的“中国道路”，到华东理工“绿

色中国”、东华大学“锦绣中国”，50 多门“中国系列”课程，别具一格，深得同学们的喜爱。 
教育专家认为，要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就要选好思政教师，要注重数量，更要注重质量。抓好思

政课的人才引进，把优秀的教师留住，是成功的思政课的第一大步，优秀的人才会讲出新意，讲出特别

的味道，学生更加能够接受。同时邀请知名专家、行业翘楚作为兼职教师，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思政课

教学内容。 

4.2. 艺术新生入学教育，网络思政联合 

新生在入学时候，我们都要进行常规的思政第一课，邀请学院党委书记和院长。他们都会联系美术

与设计学院特色，生动形象地开展新生入学教育第一课。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提及了伟大的建党精神，深入阐释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

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带领大家在美术经

典中、在红色校史中感悟伟大的建党精神，希望同学们传承伟大的建党精神，筑梦岭师，向美而行。 
结合党史的同时，加入近代史上经典的美术作品，以《万木草堂藏画目》对中国画进行改良的历程

和陈独秀的改革为例，讲述了中国近代社会在西方势力和西方文化席卷而入下，中国传统书画艺术面临

前所未有的冲击。 
同学们通过纷纷表示，通过“思政第一课”的趣味课堂，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维，对自己的发展规

划有了全新的认识。更有人表示，作为新时代青年，应当立足专业发展培根铸魂，实现强国有我的梦想。 
同时在日常的网络育人中，至少每周都会推送三到四篇《美术经典中的党史》，通过线上与线下的

趣味课堂相结合，发挥教育的渗透作用，在不经意间让学生喜欢上课堂，同时也领悟了党史、艺术史的

重要内涵。现在大学生要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做到“五育五美并举”：坚持以“德”为先，

锤炼品德之美，解决“成人”问题；坚持以“智”为源，提升能力之美，解决“成才”问题；坚持以“体”

为本，养成健康之美，解决“成己”问题；坚持以“美”为媒，涵养格调之美，解决“成全”问题；坚持

以“劳”为基，践行实践之美，解决“成事”问题。通过生动有趣的教育，一定能达到“五育并举”的目

标。 

4.3. 握思政课的时效性，理论结合事实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时效性很强的学科，需要结合各种国内外当下热门的时事政治，脱离了就会

缺乏生机。因为同学对于课本的政治观点并不太关注，更多对于时事的解读更有兴趣。我们作为思政课

的教师，首先自我要了解清楚时政的来龙去脉，不能简单地把时政事件罗列出来，而是把课本的理论观

点与时政事件有机地统一起来。与此同时，还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观察、联系、分析、说明实际

问题的能力，轻松快乐地形成对书本知识的综合、拓展和加深，从而达到我们预期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4.4. 拓宽教学手段推动思政课改革 

思政课是一门课程，课堂教学方式改革和拓宽很有必要。有很多人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很多技

术含量，也没有实际作用。但思想意识形态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方向，我们应该探索一些新的教学方式

和新技术手段引进到思政课堂。在线课程、智慧课堂、情景剧体验、微电影导学等[6]。 
运用调查法教学。只有让学生接触社会，才能让学生体会到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中。调查方式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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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可以给学生设计适当的调查课题，寻求符合实际的调查对象，同时明确社会调查的方式和方法。第二

步正式展开调查，通过网络或者实地去收集相关的数据和材料，并对其进行分析和思考[7]。最后一步写

社会调查报告，一方面能把书本知识运用到实践，同时也为改造社会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 
北京理工大学将最新的 VR 技术引进了思政课堂，让学生们亲身体验到社会实践。比如，学生们戴

上 VR 眼镜“重走长征路”，通过虚拟环境体验红军长征过程中的地理环境，天气变化，以及遭遇的围追

堵截，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相信这种亲身体验能够使课堂教学活起来。研一学生高杨摘掉 VR 眼镜

说道，“我转身面对正在爬山的战士，他们的面部表情都很真实，耳边传来的风声，子弹声很真切，老班

长告诉他，快点跟上队伍”，“红军长征的艰难与不易从来没有如此真切，书本上的文字变得越发鲜活

起来”。相信通过不断将新科技引进到课堂，能让思政课更加“趣味”起来。 

5. 总结 

思政课改革任重而道远，思政课的“全勤率”、“抬头率”、“入脑率”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们

要开始迈出坚实的步伐，勇敢面对思政课改革中的困难，使思政课有起色来。 
思政课教师能力素质提升永无止境，思政课承载着理论阐释，思想引导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发掘思

政的快乐教学。希望高校和老师共同开发课程设计，不断创新，最终能让大学生们真正热爱上这门重要

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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