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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高职院校思政课普遍存在的“到课率低、抬头率低、点头率低”的“三低”困境，系统描述了

“三低”困境的问题表征，深入剖析了“三低”困境的发生机制，提出“三低”困境的化解策略，创新

构建了“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的“鲜活教学模式”。旨在全面系统地改革创新，提升思政

课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和提高思政素养，探索思政课“活”起来与“火”起来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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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arding the “three-low” dilemma (low attendance rate, low engagement rate, and low approval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268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268
https://www.hanspub.org/


尹湘旭，陈演 
 

 

DOI: 10.12677/ae.2025.1571268 667 教育进展 
 

rate) that is comm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t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system-
atically outlines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ree-low” dilemma, thoroughly analyzes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proposes resolution strategies and innovatively constructs a “vibrant teaching model”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The research aims to driv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reform, enhance teach-
ing quality, promote active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impro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Ul-
timately, it explores innovative pathways to mak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more dynamic 
and impact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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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指出：

“‘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拿着一个文件在那儿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

的，谁都不爱听”“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2022 年 7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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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再次强调“大力推进思政教育信息化”。

202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学校思政课要“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

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一段时间以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以下简称“思政课”)普遍存在“到课率低、抬头率低、

点头率低”的“三低”困境[2]。大数据时代，网络传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平台，新媒体的蓬勃

发展促进了大学生多维立体、虚实结合的成长时空场域，传统价值生态、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面临机遇

与挑战并存。因此，思政课亟需结合传统优势和新媒体传播有效化解“三低”困境。 

2. “三低”困境的问题表征描述 

2.1. “三低”困境的调研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今天的大学生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当代大学生是改革开放中自信豪迈的

一代，他们是在脱贫攻坚中见证了百年圆梦的小康一代，是在大国盛典中唱响时代强音的强国一代，是

有极高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代。 
同时，他们也是有新困惑的一代，在教学常规管理执行较好的情况下，与专业课程相比较，思政课

课程的到课率平均要低 15%左右，学生缺勤的事由多为请假。基于手机来源的大数据信息推送使得他们

持续接受碎片化和片面化思想教育[3]，基于物质文明快速增长衍生的文化圈层使得他们择类群自居并垒

起了凌厉的圈层壁垒(如 cosplay) [4]，基于祖国的伟大发展他们无苦可吃使得他们无苦可忆。所以，部分

大学生认为思政课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和实际生活没有直接的帮助。这表明了部分学生对思政课的重

要性存在认识偏差，缺乏学习动力。 
在思政课堂上，学生的抬头率不高，这意味着学生在课堂上参与度不高。具体表现为教师在讲台上

激情澎湃地讲解，学生或低头玩手机、看其他书籍或进行其他与课程无关的活动，即便是教师提问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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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思考并抬头回答的学生也并不多，教学互动困难。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教学效果，也反映出学生对

思政课教学方法策略的适用性并不强，学生对课程内容兴趣不高。 
在教学过程中，尽管教师尝试用不同的方法、策略和尽量丰富的案例来讲授，学生反应往往较为平

淡，未能引起内心的共鸣和认同；从课后作业和考核来看，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掌握和实践运用能力

普遍不高。点头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对教师讲解内容的认同和理解程度不高，这深刻反映了当前思政

课教学实效不足的问题，未能做到入脑入心。 

2.2. “三低”困境的表征 

问题的主体。课程方面，内容理论性过强，与现实生活结合不够紧密，实践教学环节开展不足，课

程资源开发不全面应用效度不高；学生方面，主要表现为对思政课缺乏学习兴趣、重视程度不足、学习

能力欠缺、信息甄别能力不强、学习积极性较低。教师方面，教学方法的陈旧单一，教学模式缺乏创新

和互动，理论创新能力未能与时俱进；社会环境方面，一些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学生对思政课的重视程度和投入程度。 
“三低”困境在思政课中普遍存在，涵盖了不同专业、年级的学生群体。显现出覆盖范围广、影响

纵度深、持续时间长的特征，且学生的群体效应加剧了问题恶化发展的速度。“三低”困境是思想政治

教育教学中的不良现象，反映出当前思政教学的有效性不足，学生学习质量不够高，揭示了教学过程中

存在的教学供需矛盾，即教学内容和方式未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和期望。 
问题的影响。对学生而言，直接影响其思想政治素养的提升，不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对于教师，则降低了教学成就感，影响教学积极性和职业发展；从学校层面看，阻碍了思政教

育目标的实现，提升了教学管理的风险控制难度，影响整体育人质量和校园文化建设；于社会而言，不

利于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对社会的长远发展和价值观传承产生消极作用。 
可见，高职院校思政课的“三低”困境在问题主体、范围、特征、性质和影响等方面都呈现出较为

复杂和严峻的态势，需要深入剖析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化解。 

3. “三低”困境的发生机制剖析 

3.1. “三低”困境的问题因素与作用过程 

当代大学生是“碎片一代”。他们成长于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来源主要为手机且多为碎片化信息，

习惯了大数据依据其喜好推送的碎片化信息，导致他们难以对事物形成准确、全面的认识。这使得他们

思维模式变得零散和片面，难以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和深入思考能力。导致在思政课上难以跟上系统的

教学节奏，无法很好地理解和吸收系统的思政知识，影响对思政课内容的接受度，从而降低了学习效果。 
当代大学生是“后喻一代”。随着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年轻人往往能更快地接

受新事物、新技术和新观念，从而在某些领域比长辈更具优势，能够反过来教育和影响长辈。他们从后

喻逆差中形成了个性鲜明、壁垒分明的文化圈层，圈层内有独特的交流用语和文化。对思政课这种面向

全体学生、具有一定普遍性和规范性的课程存在抵触情绪，认为与自己的圈层文化不契合不愿意主动参

与和融入思政课堂，从而影响他们在思政课上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当代大学生是“花儿一代”。他们成长于祖国快速发展时期，并没有经历战争伤痛和艰苦岁月，享

受着如花沐阳光般幸福美好的社会生活，思政课中的忆苦思甜类教学内容与他们的生活体验有巨大的现

实隔阂，难以产生共鸣和共情。使得他们对思政课的内容缺乏兴趣，无法将思政知识与自身生活联系起

来，进而降低了对思政课的关注和重视程度。 
当代大学生是“压力一代”。社会快速发展造成了激烈的就业竞争和生活压力，大学生将更多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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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投放在应对压力源上，如学业竞争、未来职业规划等，对思政课投入的精力相对较少。同时，为了缓

解压力，他们更追求即时性、娱乐性和符合个人兴趣的内容，进一步减少了对思政课的精力投入和关注。 
综上可见，“碎片一代”的问题因素影响了学习效果，“后喻一代”的问题因素降低了参与度，“花

呗一代”的问题因素削弱了兴趣和联系感，“压力一代”的问题因素减少了精力投入和关注，共同作用

导致了当代大学生在思政课上面临“三低”困境，即学习效果低、参与度低、兴趣和重视程度低。 

3.2. “三低”困境的主要解决目标 

高职院校思政课面临着“到课率低、抬头率低、点头率低”的严峻困境，这反映出学生在参与思政

课学习时积极性、专注度和认可度方面的严重不足。“三低”困境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涉及学生、教

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教育评价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性问题。要解决这一困境，需要全面、

系统地进行改革和创新。 
其中，主要的解决目标为：(1) 转变学生对思政课的态度和认知，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2) 优

化教学内容和方法，使其更贴近实际、更具吸引力和互动性；(3) 丰富和完善教学资源，创造良好的教学

环境；(4) 构建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体系，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思政学习成果和素养。 

4. “三低”困境的化解策略 

4.1. 化解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指导，采用“大思政课”视域，融合新媒体技术，统筹学生虚实成长时空场域，

构建学生喜欢、学生受用的思政课。采用“大思政课”视域剖析“Z 世代”大学生群体特征，构建既通俗

化又避免庸俗化的思政课并通过新媒体传播加强宣传引导。实现教师主体到学生主体、以说教为主到体

验式启发为主、灌输式注入式教学到引导与浸润式教学、学生被动接受到学生主动选择的转变。 

4.2. 化解机制 

以思政课程引领课程思政，协同其他课程组、社团或机构，横向组织“思政课+”治理团队；由思政

课教师、其他课程组师生、社会各界人士组成参与者，共同研制决策机制、资源配置、策划组织等。重在

确保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4.3. 建立监控与评价机制 

联合政府、学校相关部门建立监控与评价机制，在实施治理过程中进行动态监督和质量评价，提高

治理机制的机动性和适应性。使用“AI 智慧评价教室”结合教学督导评课开展线下教学评价；拟借助抖

音 APP 等新媒体的视频转发、点赞、留言等功能开展线上评价。 

4.4. 构建“鲜活教学模式” 

构建“大思政课”视域下基于新媒体视频产品制作与传播的思政课“鲜活教学模式”。“鲜活教学模

式”的具体内涵为：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青年为使命，以当前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为立

足点；以课程思政为延伸基础，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以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线上线下全时空为教学

领域；以理论讲授、情境体验、实践运用等为主要教学方法；借鉴新媒体视频产品“游戏 + 竞技 + 展
示 + 交流 + 表感”制作流程为模块的教学模式。 

传播效度表明“游戏、竞技、展示、交流、表感”的传播模式，能引导受众普遍呈现“互动–融入–感

知–认同–模仿”的被传播规律，这是一种高度吻合以学生为中心课堂改革方向的，符合学生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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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提升过程“知、情、意、行”统一要求的传播传承理念[5]。基于传播学逻辑，“鲜活教学模式”的

构建思路具体如下。 
(1) 拟定课程标准，整合教学资源。主要基于思政课课程标准，结合课程思政内涵进行丰富和发展。

重在从顶层设计改变局限于室内教学的教学观，确立更符合和彰显高职生思想政治素养形成与发展规律

的教学理念，优化整合课内外、校内外、线上线下全时空领域鲜活教学资源。 
(2) 提炼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模式。结合教学资源，配套设计“游戏 + 竞技 + 展示 + 交流 + 表

感”教学模式，重在解决思政内容与新媒体视频录制的融合，既通俗化又避免庸俗化。 
(3) 组建课程团队，制定教学计划。以思政课程教师担任主持人，思政课程学生为主体观众，兼容课

外学生。选取不同专业、年龄段、男女教师 4 人组成主场成员，一学期录制 2~3 个板块内容，重点解决

教学计划与新媒体视频文本融合编写。 
(4) 课堂教学实践，视频录制传播。课堂空间以教室为基础向学校剧场、音乐厅、图书馆、运动场、学

生宿舍延伸拓展，授课形式包含面授和线上直播、录播。重在后期制作短视频，并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 
(5) 联动其他课堂，促进课程思政。主要以视频录制所需技术技能为切入点，联动对应专业课堂教学，

与其他课堂教师开展项目式和任务式教学合作。具体思路如下图 1。 
 

 
Figure 1. Vivid teaching model 
图 1. 鲜活教学模式 

5. 结语 

“大思政课”要求我们要“真用”大课堂、大资源、大平台和大师资开门办活动化思政课，提升全社

会对“大思政课”的价值认识高度，增强协同育人使命感。“大思政课”视域与新媒体传播融合，实现了

思政课的时空延伸、内涵延展、意蕴延长，为高职院校思政课化解“三低”困境实现“提质增效”提供范

式参考。参考新媒体视频产品的传播规律，构建既能通俗化又避免庸俗化的鲜活教学模式，能处理好“趣

味性”“生动性”与“理论性”“深度性”的平衡，探索思政课“活”起来与“火”起来的创新路径。 

基金项目 

2021 年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向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高职音乐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项目批准号：2021B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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