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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政课实践教学是思政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践教学有助于学生内化思想道德认知、外化思想

道德行为，切实落实思政课人才培养目标。遵循教学模式的结构要素和展开逻辑，发现当前思政课实践

教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模式上存在模糊化、随意性、陈旧性和融通性差等问题。

针对存在的问题构建由主体课堂和互联网、主体课堂和第二课堂、主体课堂和社会场馆三联动的“虚实

融合、理实一体”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促进虚拟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融合，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育

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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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id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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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practical teaching, students can internalize their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gnition, externalize their ideological and moral behavior,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talent cultivation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llowing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and 
logic of teaching mode,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practic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vagueness, randomness, obsolescence and poor integration in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forms and teaching modes.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s constructed, which is linked by the 
main class and the Internet, the main class and the second class, the main class and the social venu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virtual and reality, theory and practice, so as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vir-
tual and reality, and improv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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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政课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支撑。党中

央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十九大以来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政策文件，为思政课实践教学

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提出“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与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1]。2022 年，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的《全

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中提出要“组织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教学”“建好用好实践教学基

地”“积极研发成本适宜的虚拟仿真教学资源”[2]。进一步明晰了实践导向是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发展的

内生动力。各高校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文件政策，在实践教学制度建设、实践教学场域

拓展、实践教学模式构建方面取得一些成果。但总体来看，依然存在着实践教学理念和实践教学模式相

对滞后的问题。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如何将新兴的数字技术及时有效地运用到思政课实践教学，

打破课堂教学的物理界限，延展教育空间与时间，集聚实践教学资源，优化创新实践教学新模式成为推

进新时代思政课实践教学不断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 

2.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自《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见》(教社政[2005] 5
号)方案实施以来，各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从建设制度、创新实践形式到形成实践教学模式取得显著发展，

但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和新任务，思政课实践教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载体、教学模

式方面存在诸多需优化的地方。 

2.1. 思政课实践教学运行系统各要素链接性差 

思政课实践教学运行系统包括实践教学目标、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教学形式和教学载体。 
一方面思政课实践教学目标模糊笼统，思政课实践教学整体目标是通过实践教学增强学生对党和国

家的认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但是每一个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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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的设计和开展，都应根据实践内容和实践形式的不同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二是实践教学内

容与理论教学内容的融合性差。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共同服务于思政课教学目标的实现，二者均以思政

课教材为教学内容。但是当前思政课实践教学在内容上只做理论性要求，尚未结合教材转化为具体的、

有针对性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内容，从而导致“思政课实践教学主题因任课教师的不同安排而不同，针对

性、有效性不足，显得缺心少核、杂乱无章、盲目低效”[3]。同时，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是深化大学生

对课堂理论教学重点难点的理解，增强思政课亲和力和针对性，引导大学生将理论知识外化为自觉行动

的关键环节，实践教学的内容应是理论教学的内容、方法、载体的延伸拓展。当前思政课实践教学与理

论教学的内容存在融通性差的问题。三是实践教学形式和载体运用不能与时俱进，陈而不新。对新兴载

体的运用不足，思政课实践教学更多局限于传统的线下载体，未能及时将虚拟现实、VR 等技术运用到

实践教学中，既降低了学生对实践教学的新鲜感，又限制了学生主动性的发挥以及思政课实践教学成

果的传播。 

2.2. 思政课实践教学各场域资源未能实现有效联通 

思政课实践教学在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课堂、校园、社会和网络四大场域，这四个场域因物理空间

的特性具有不同的可利用实践资源。比如社会拥有丰富的各类革命性场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展馆、

生态文明类展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专题实践基地以及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开展思政课实践

教学提供了良好条件。2022 年教育部等 8 个部门联合公布了含有科学家精神、工业文化、美丽中国、抗

击疫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党史新中国史教育等实践教学专题的全国首批 453 个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为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场地选择做了重要指引。但是当前的思政课实践教学

中，一方面未能充分开展利用社会资源开展校外实践教学，另一方面未能充分将社会资源与校内资源相

融通。 
在“大思政课”建设要求下，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应充分考虑课堂资源、校园活动资源、社会场馆

资源和网络虚拟资源间的个性和共性，利用数字技术和多样方法创造条件积极建构融合各类资源的实践

教学模式。 

3. 高校思政课“虚实融合、理实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的内容 

3.1. “虚实融合、理实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的内涵 

教学模式是“在一定教学理论指导下，基于一定的教学实践经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具有稳定性

的教学结构理论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活动方式，旨在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落实特定的教学内容”[4]。
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实践教学范式，构建起实践目标、实践内容、实

践路径、实践评价要素齐全、逻辑清晰的结构模式，培养学生理论辨别力、情感彰显力、探索践行力，提

升学生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思政课“虚实融合、理实一体”的实践教

学模式是指基于虚拟仿真体验平台与实体性教学平台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相统一的教学模式。

其中，“虚实融合”指的是利用虚拟仿真技术，打造线上虚拟仿真体验平台，模拟真实情境，为学生提供

身临其境的体验沉浸式学习；“理实一体”则是指将理论知识学习与实践应用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实

现理实一体化教学。该实践教学模式积极采用虚拟仿真技术，将课堂实践、校园第二课堂实践平台、社

会实践平台、网络实践平台相贯通，整合各类资源，服务思政课实践育人，提升育人成效。 

3.2. “虚实融合、理实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的学理依据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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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5]。马克思主义将实践引

入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也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人在实践的发展中不断拓展认识，并

在实践中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实践是认识的根本目的，改造世界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马克思的认识论

是建立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之上的，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认识论。思政课具有思想性和抽象性，思政课

理论教学针对的是抽象的、相对主观的概念内容，其教学空间为固定的相对封闭的教室进行，多通过课

堂教学中教学问题的提出、教学知识点的层层解剖展开，学生主要进行学理上的逻辑推理，最终实现知

识的认同。思政课实践教学针对的是客观、现实的世界，其教学空间既可以是教室，又可以是教室外的

所有空间，主要通过学生的主动参与、亲身体验开展教学，学生在亲身体验践行中深化认识。认识和实

践的辩证关系以及思政课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不同特性决定了思政课开展实践教学的必要性，实践性

也是思想课的本质要求。 
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很多学校在思政课

上积极采用案例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体验式教学、互动式教学、专题式教学、分众式教学等，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等手段建设智慧课堂等，取得了积极成效。这些都值得肯定和鼓励”[6]。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力推

进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提升思政课教师信息化能力素养，推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政课教学

中应用，建设一批国家级虚拟仿真思政课体验教学中心”[7]。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等一系列数字化技术组成的“数字综合体”影响高等教育的全要素、全流程和全业务，对思政课也将

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重塑发展新样态，优化发展新格局，实现“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教育现

代化的内涵要求成为助力高质量培养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 

3.3. “虚实融合、理实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的设计思路 

思政课“虚实融合、理实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的设计初衷是解决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因教学目标模糊、

教学内容宽泛、教学方法僵化、教学载体陈旧等原因导致实践教学开展效果差、实践活动流于形式化问

题。主要设计思路是厘清实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载体各要素，在此基础上，促进线上

虚拟实践与线下实体平台实践相融合，课内理论教学与课外实践教学相融合、学校实践与社会实践相融

合，充分整合各类实践教学资源，促进学生完成知行意行的转化。 
首先确定实践教学目标，实践教学目标与思政课的总体目标相一致，通过对思政课总目标的分解，

凝练能够通过实践教学活动实现的“微”目标。其次确定实践教学内容，思政课每门课程包含大量的教

学内容，并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以实践教学的形式展开，需提炼核心和主题，选择适合以实践形

式开展的主题，避免实践内容的宽泛性与无边界性。一方面立足教材，结合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另一

方面可结合社会热点、理论焦点，进行微理论、微学习等特色内容设计。三是选择合适的实践教学形式。

思政课实践教学在多年实践中，形成了一些诸如辩论、观听、读写、参与式体验等实践形式，实践形式

多样，类型丰富，但适合何种实践场域和何种实践方式，需依据不同场域特点并结合本校现有教学资源

和教学支持条件进行选择运用。四是合理运用实践教学载体平台。现有实践平台诸如校内课堂平台、第

二课堂实践平台、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社会实践教学平台等，各平台因物理空间、资源多少、软硬件条

件支持等有不同特性，在使用不同实践平台时应充分考量实践目标、内容和方式。 
“虚实融合、理实一体”实践教学模式在基于实践教学目标、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教学形式清晰化

的基础上，加强线上与线下融合、课内与课外融合、学校与社会融合，最终实现实践教学中的虚拟技术

和实体平台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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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校思政课“虚实融合、理实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的实施路径 

高校各门思政课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和区分度，每门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开展涉及

多重因素。高校思政课“虚实融合、理实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的实施应充分利用各类实践平台和虚拟仿

真技术，拓展实践场域，创新实践形式，实现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外、学校与社会的相融合。 

4.1. 利用“课堂 + 互联网”模式开展实践教学 

随着数字技术、虚拟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学习场景、交往场景出现

深度变革。这些新兴技术的发展也对新时代思政课堂提出挑战，积极将新兴技术引入课堂教学，充分发

挥网络技术的便捷化、交互性、丰富性和及时性优势，将虚拟仿真平台、智慧教育平台引入课堂教学，

延伸课堂教学的教学空间、教学内容，优化课堂教学的教学方式。思政课虚拟仿真平台引入 VR/AR 等技

术手段，紧密对接思政课教材、教学内容，立体化、多维度呈现逼真场景、模拟场景，并提供沉浸式体验

场景。智慧教育平台可实现教学过程的可视化、便捷化和数据化，并提供丰富的视听资源。思政课课堂

既是理论课堂的主阵地，也是开展实践教学的有效场域。在思政课堂可利用智慧教育平台开展小组辩论、

经典朗读、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实践活动，也可利用虚拟仿真平台，将线上虚拟场馆、VR 资源等引入教学。

如“纲要”课讲解中国共产党一大历史时，可以引进中共一大会址网上场馆；讲解红军长征、抗日战争

事件时，可以引入红军过草地、重要战争等 VR 资源，同时可通过 VR 直播“走进”各类纪念馆，与教室

里的学生联动，让学生体验历史风云。同时可依托 VR 技术，打造生动、逼真的沉浸式教学环境，结合具

体事例提出问题并组织学生讨论辨析，引导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主动性思考和灵活性运用，比如通过模

拟选举过程、参观社会组织，让学生深入理解民主制度的运行、社会管理方式。线上与线下融合育人中，

微信公众号成为可利用的重要载体。可利用微信公众号多角度宣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展示学生参与实

践教学的学习成果，如优秀读书笔记、参观心得体会、微视频，开展接力朗读等活动。 

4.2. 利用“课堂 + 第二课堂”模式开展实践教学 

课堂外校园多类型活动是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良好条件。依托青马学社、宣讲团、国学社、辩论

社以及团委等开展思政主题的演讲、朗诵、话剧、辩论、红歌会、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活

动，寓实践育人于校园第二课堂。一是将思政课堂教学延伸至舞台，打造系列思政活动和比赛，如各大

高校举行的“大学生讲思政课”比赛，围绕思政课教学主题从大学生视角发出青春声音，如一些高校举

行的思政主题话剧，带给学生不一样的思政味道，传统活动红色经典朗读、党史知识竞赛、红色、当代

和历史故事讲述会等，将思政第二课堂有机融入学生日常生活中。二是积极举办思政讲坛，邀请各行业

劳动模范、革命类场馆讲解员、时代楷模、优秀大学生走进思政讲坛，讲述行业故事、工匠精神、艰苦岁

月故事、中国精神谱系、新时代祖国巨变、同龄人拼搏史，使学生在故事中品悟道理，在故事中感受精

神，理解抽象的理论，生发奋斗的力量。三是建立思政课社团群，建设青马学社、国学社、辩论社、宣讲

社、知行社等，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读书会、经典著作研读等，实现课内与课外有机融合。 

4.3. 利用“课堂 + 场馆”模式开展实践教学 

社会拥有丰富的各类型主题场馆、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乡村振兴主题实践基地等，含有丰富

的多样态的文物、旧物、图片、视频、文件资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的有

力见证，是党的创新理论的具象化展示，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迎来强起来的生动教材。应充分

利用社会实践教学平台，积极开展走出去和重服务活动。一是指导或带领学生积极走进“大思政课”实

践教学基地、革命性纪念场馆、文化类展示馆等，让学生在静置的文物旧物中感悟蕴含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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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精神，让学生在沉浸式的虚拟世界中感受战争的洗礼、与过去的先辈促膝长谈、经历曾经的艰难

困苦，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不易和坚持。二是充分利用场馆、博物馆、展示馆、遗址等特点，开展场

景化、体验式、情境式的“纪念馆里的思政课”“行走的思政课”，促进“主体课堂”和“场馆课堂”的

有机融合。三是指导学生将场馆中的所学、所思、所获转化为传播、传承的实践行动。一方面指导学生

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对非遗、传统戏曲、艺术、革命文物等进行挖掘和数字化再创作，另一方面支持学生

运用新媒体讲好红色故事、历史故事、当代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使学生在学思践悟中感受真

理的魅力，传递中国精神，凝聚奋斗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新

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思政课实践教学应在数字化教育背景下应势而为，坚持改革创新，推进

教学方式变革，同时应不断强化理论与实践的一体性，增强思政课的时代感和吸引力。“虚实融合、理

实一体”实践教学模式正是充分考量新兴技术和解决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而应势提出，“虚实

融合、理实一体”实践教学模式以实现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外、学校与社会相融合为指引，以主课堂

教学为支撑，通过多种途径融合各场域实践资源，促进实践教学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有利于深化学

生对课堂理论教学重点难点的理解，增强思政课亲和力和针对性，引导大学生将理论知识外化为自觉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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