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6), 139-150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486    

文章引用: 张连云, 吴松, 刘宁, 高校思政课“三维育人模式”的构建与实践[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6): 139-150.  
DOI: 10.12677/ass.2025.146486 

 
 

高校思政课“三维育人模式” 
的构建与实践 

张连云1，吴  松2，刘  宁3 
1南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2广西警察学院警务实战教研部，广西 南宁 
3南宁学院东盟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5年4月16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4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13日  

 
 

 
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需与时俱进创新教学模式。本文提出的“三

维育人模式”，通过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实践意识和价值意识，全面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通过培养

问题意识，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主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探寻解决办法；通过培养实践意识，

鼓励学生将思政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掌握历史主动；通过培养价值意识，帮

助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章还从理论内涵、实践路径、案

例分析以及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等方面展开论述，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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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ey course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and talent develop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require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teach-
ing models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Education Model” 
that comprehensively enhance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rough cultivating students’ problem aware-
ness,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and value orientation. By fostering problem awareness, it guides stu-
dents to focus on real-world social issues, actively identify problems, raise questions, and explore 
solutions. Through developing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translate theo-
retical knowledge into concrete actions, actively engage in social practices, and master historical 
initiative. The cultivation of value orientation helps students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strengthen 
ideals and convictions, and practic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article further elaborates on theoret-
ical connotations, practical pathways, case analyses, existing challenges, and corresponding coun-
termeasures, provid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es for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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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思政课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不仅局限于专业知识，更强调综合素质和能力。因此，思政课教学需要从传统的知识

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最终实现从“知识容器”到“价值主题”的培养目标转型。本文提出的“三维育人

模式”正是基于这一需求，通过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实践意识和价值意识，全面提高思政课的教学效

果，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2. 培养问题意识，回应时代之问 

2.1. 问题意识的内涵 

问题意识并非仅仅是察觉到问题的存在，它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能力。从哲学层面来

看，它是对客观世界中矛盾的一种主观能动反映，是主体在认知过程中对所遇到的困境、矛盾的敏锐觉

察以及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分析并探寻解决路径的综合体现。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问题意识要

求学生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去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主动去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并且能够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本质，进而探寻出合理有效的解决办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

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1]。“坚持问题导向是

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2]时代之问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

时代在前进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新矛盾。树立问题意识就是要引导学生敏锐捕捉时代之声，积极回应

对时代提出的挑战和问题。没有问题意识，就无法听到时代的声音，也就无法回答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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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培养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在思政课中培养问题意识，对于提升教学效果、培养高素质人才、推动社会进步具有不可忽视的重

要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还能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

神，使他们成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时代新人。 
1) 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思政课教学目标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马克思主义本

质上是一种批判的、革命的理论，它以问题为导向，致力于揭示社会矛盾和解决问题。培养问题意识有

助于学生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这不仅能够提升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感和理解力，还能增强他们运用理论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同时，思政课的教学目标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成为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问题意识能够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和自身发展中的问题，激发他们的

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从而更好地实现思政课的教学目标。 
2) 问题意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教育的本质在于启发与引导，而非单向的知识灌输。苏格拉底曾说：“教育是灵魂的教育，而非理

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在思政课教学中，培养问题意识能够促使学生对所学知识和周围世界进行深入

思考，不盲目接受现成的结论，而是敢于质疑、善于探究。通过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过程，学生能够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提出独特的见解和解决方案。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必要的灌输，但这不等于搞填鸭式的‘硬灌输’。要

注重启发式教育，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

[4]因此，思政课教学不能再局限于书本知识，而是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实践来验证和拓展师生的

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也得到锻炼，他们不再局限于书本知识，而是将理论

与实际相结合，通过实践来验证和拓展自己的认识。这对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具有重要意义，使学生能够在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3) 问题意识有助于推动思政课教学的改革创新 
思政课作为铸魂育人的主阵地，必须直面时代之问、学生之惑，以问题意识驱动教学革新。问题导

向的课程建设需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推

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5]的要求深度契合。因此，问题意识是推动

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核心动力，可以更好推动思政课实现“三个转化”：一是教学内容从单向灌输转向双

向互动。二是教学模式从封闭课堂转向开放场域。三是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向价值引领者。 

2.3. 思政课培养问题意识的路径 

1) 创设问题情境 
问题情境的创设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促使其进入积极的学习状态，学生在问题情境中，

能够基于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与新信息的互动，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和认知结构。因此，在思政课教学

中，创设问题情境是培养问题意识的关键环节。教师在创设问题情境时，应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如播放历史纪录片、展示社会热点案例等，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嵌入具体的情境之中。以“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为例，教师通过播放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探索适合国情发展道路的纪录片，让学生直观感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基础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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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如何实现理论创新？”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仅有助于学生

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更能在情境中培养问题意识，提升思维能力和分析问题的素养。 
2) 鼓励学生提问 
教师要努力营造宽松、民主的课堂氛围，让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疑问，鼓励学生大胆提问，

并且对学生的提问给予积极的回应和引导。无论学生提出的问题是否合理、是否与教学内容直接相关，

教师都要认真对待，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例如，在课堂上，当学生提出一些看似与思政课无关但又具

有一定思考价值的问题时，教师可以将其引导到思政课的理论框架中，帮助学生从思政课的角度去分析

和解答。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多角度思维能力，还能让学生感受到教师对他们思考的尊

重和鼓励，进一步激发他们提问的积极性，从而在课堂上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促进问题意识的培养。 
3) 开展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通过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等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习方式，对于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思政课教学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

让学生围绕自己感兴趣的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撰写研究报告。例如，学生可以选择“大学生就业难

的原因及对策”“校园文化建设的现状与改进措施”等课题进行研究性学习。在研究过程中，学生需要

主动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且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调研等方式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学习方

式不仅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培养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提高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

以及创新思维能力，使思政课教学真正实现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的转变。 

3. 培养实践意识，掌握历史主动 

3.1. 实践意识的内涵 

实践意识是指个体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自觉运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推动发展的意识。在高

校思政课中，培养实践意识要求学生将所学的思政课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通

过实践掌握历史主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正所谓“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

之不如足践之”，只有通过亲身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和感悟理论知识的深刻内涵和实践价值。 

3.2. 培养实践意识的重要性 

1) 增强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实践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精神纽带，也是塑造责任担当的实践场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兴

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6]实践意识的培养能够帮助学生突破个体认知的局限，实现从“自我中

心”向“社会角色”的认知跃迁。通过志愿服务、社会调研、基层挂职等实践形式，学生在直面社会问

题的过程中，能够以“问题导向”替代“经验想象”，以“行动反思”取代“书本推演”，从而在真实

的社会情境中洞察需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从“知”到“行”的转化，不仅是知识应用的过程，

更是价值重塑的契机。这种重构促使青年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建构者”，将个人理想嵌入国

家发展坐标，将职业选择与民族复兴同频共振。实践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构建一种“行动中的共同体意识”。

当青年在实践中发现“我”的存在总是与“我们”的福祉紧密相连，当他们在解决社会问题中体会到

“个人奋斗”与“集体进步”的辩证统一，他们将以更加自觉的姿态投身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真正

实现从“责任认知”到“使命践行”的历史跨越。 
2) 提升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 
实践是理论与现实的桥梁，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同志曾强调：“真理只有一个，而究

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7]实践不仅是知识转化为能力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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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塑造综合素质的核心路径。通过实践，学生能够在真实情境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突破理论

学习的局限性，实现从“知道”到“会做”的转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帮助学

生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具象化，通过观察、分析、协作等过程，锻炼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以及沟通、组织

和团队协作等核心素质；另一方面，它将个体能力的提升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使学生在解决复杂问题

的过程中形成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例如，参与社会实践项目的学生，不仅能够通过真实情境中的

问题解决提升个人能力，还能在实践中发现社会痛点，为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 
3) 推动思政课教学的创新发展 
推动思政课教学的创新发展，必须以实践意识为引领，将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从而实现教育目标

的动态转化与升华。马克思认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去理解有

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8], p. 152)。实践意识的培养为思政课教学注入了鲜活

的实践素材与创新动力，使教学从静态的知识传递转向动态的能力塑造。通过实践活动，学生能够将思

政课的理论框架与社会实际相结合，提出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与观点。这种双向互动不仅丰富了教学内

容，还推动了教学方法的革新。例如，案例教学通过引入真实的社会情境，让学生在分析与讨论中深化

对理论的理解；问题导向学习则通过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其批判性思维与实践能力。这

些方法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更实现了思政教育的内化与外化，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中找

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 

3.3. 思政课培养实践意识的路径 

1)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高校思政课应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将实践教学纳入课程体系，明确实践教

学的目标、内容和要求。马克思曾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

践力量，才是可能的。”[9]因此，设置“思政课实践教学”课程，安排学生参加社会调研、志愿服务、

参观学习等实践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思政课理论知识的魅力和价值，而且能够使学生在

实践中锻炼能力、增长才干，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还能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更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信心，将思政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和精神力量，为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形式应多样化，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和兴趣。除了常规的

社会调研、志愿服务等活动外，还可以开展红色文化之旅、创新创业实践、模拟政协提案等活动。例如，

组织学生参观革命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等，让学生在实地参观中感受革命先辈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

神，增强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为未来的就业和创业打下基础。 
3) 建立实践基地和合作机制：高校应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建立思政课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实践机会和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开进贤之路，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等各方面优秀

人才吸引过来、凝聚起来，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

好局面。”[10]因此，高校应主动与企业、社区、乡村等建立合作关系，让学生能够深入基层，了解社会

的实际情况，参与社会建设。同时，通过与实践基地的合作，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实习、就业等机会，实现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 

4. 培养价值意识，坚定理想信念 

4.1. 价值意识的内涵 

价值意识是个体对自身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深刻认知与价值判断的综合体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486


张连云 等 
 

 

DOI: 10.12677/ass.2025.146486 144 社会科学前沿 
 

现。它不仅包括对事物重要性、意义和优先级的判断，更强调个体在价值选择、价值认同和价值实践中

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在高校思政教育中，价值意识的培养是引导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

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11]高校思政

课中的价值意识培养，旨在帮助学生明确自身的价值定位，理解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从而

在思想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在行动上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4.2. 培养价值意识的重要性 

1) 引领学生的思想和行为 
价值意识是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内在指南针，是其精神世界的核心支柱。正确的价值观念不仅为学生

提供了人生的方向标，更是其面对复杂社会环境时坚守原则、抵御诱惑、做出正确选择的根本保障。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12]
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加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拜金主义、享

乐主义等不良思潮可能侵蚀其精神世界。这种情况下，培养价值意识的意义尤为突出。教育的本质不仅

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人格的完善和精神的升华。通过将价值教育融入课程体系、校园文化和实践活动，

学生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内化核心价值观，形成“知行合一”的行为模式。这种教育模式不仅提

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也为社会培养了具有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全球视野的时代新人。 
2)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价值意识的培养不仅有助于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还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当学生树立了正确的

价值观念后，他们会更加注重自身素质的提升，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心理素

质，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 p. 4) 在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学生会积极参与各种文化、体育、艺术活动，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和

特长，提高综合素质。 
3) 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13]学生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他

们的价值观念将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培养学生的价值意识，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能够为社会

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从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4.3. 在思政课中培养价值意识的路径 

1) 强化理论教育，筑牢价值根基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只有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学生才能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意

义。高校思政课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等内容，帮助学生从理论高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例如，在讲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

层面价值目标时，教师可以通过历史对比和现实案例，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

性，从而增强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和认同感。 
同时，教师应注重理论教学的生动性和感染力，避免空洞的说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教

学离不开方式方法的与时俱进。”可以通过案例分析、专题讲座、小组讨论等形式，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和交流，使理论学习更加贴近学生实际，增强理论教育的实效性。 
2)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价值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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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思政课本身，高校的其他课程也应充分发挥育人功能，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将价值教育贯穿于

教育教学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4]在专业课程中，教师可以结合专业知识的特点，融入职业道

德、社会责任等内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价值观。在文学课程中，可以通过经典文学作品的分析，

让学生感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价值观念的力量；在理工科课程中，可以通过讲述科学家的奋斗精神

和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课程思政的实施需要教师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能力，能够将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通过课

程思政的全方位育人，学生在各个学科领域都能受到价值观念的熏陶，从而更好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 以榜样示范引领，增强价值认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思政课中，教师可以通过讲述革命先辈、时代楷模、优秀校友等的先进事

迹，让学生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力量和价值追求的意义。例如，通过讲述黄文秀、张桂梅等时代楷模的故

事，引导学生学习他们无私奉献、扎根基层的精神品质；通过介绍优秀校友的成长经历，激励学生在自

己的学习和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高校可以邀请优秀校友、道德模范等走进校园，与

学生面对面交流，分享他们的成长经历和价值追求。这种直观的榜样示范能够增强学生对价值观念的认

同感，激发他们向榜样学习的热情，从而自觉将价值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 
4) 开展校园文化活动，营造价值氛围 
校园文化活动是价值教育的重要载体。高校可以通过举办主题演讲比赛、文艺汇演、志愿服务活动、

社团活动等形式，营造浓厚的价值教育氛围。例如，举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演讲比赛，让

学生在演讲中表达自己对价值观念的理解和感悟；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学生在服务社会

中践行奉献精神。 
此外，高校还可以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将价值观念融入校园环境之中。例如，设置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宣传栏、文化长廊等，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价值观念的熏陶。 

5. “三维育人模式”的协同机制 

高校思政课要实现全面培养学生能力的目标，需要将培养问题意识、实践意识和价值意识三个维度

有机结合，形成协同育人的机制。 

5.1. 以问题意识为引领，推动实践和价值教育 

问题意识是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索的动力源泉。通过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能够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

实问题，从而推动实践教育和价值教育的开展。例如，学生在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时，可能会提出“如何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这不仅需要他们通过实践调研去了解问题的现状和原因，还需要他们从价

值观念的角度思考如何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职业观。 
在思政课教学中，教师可以将问题意识贯穿于实践教学和价值教育的全过程。通过引导学生提出问

题、分析问题，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同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

从价值观念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案，使其在实践中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5.2. 以实践意识为支撑，促进问题解决和价值践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学生解决问题和践行价值观念的重要途径。通过培养学生的实践

意识，能够使学生将问题意识和价值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践行价值观念。例如，

学生在关注社会问题时，设置“如何在校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通过实践活动，如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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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讲座、开展传统文化社团活动等，学生不仅能够解决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还能够在实

践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准则。 
在思政课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实践教学的组织和指导，将实践与问题解决、价值践行有机结合。通

过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引导他们在实践中践行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强

价值认同感。 

5.3. 以价值意识为导向，引领问题思考和实践方向 

价值意识是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指南针，能够引导学生在思考问题和参与实践时保持正确的方向。通

过培养学生的价值意识，能够使其在面对各种问题和实践任务时，始终以正确的价值观念为指导，做出

符合社会要求和道德规范的选择。 
例如，在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利益冲突和道德困境。通过价值意识的引导，

学生能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则，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在实践中迷失方向。在思政课教学中，

教师应将价值意识贯穿于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的培养过程中，通过价值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在思考问题和参与实践时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 

6. 案例分析：南宁学院思政课“三维育人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6.1. 案例背景 

南宁学院作为一所应用型高校，积极探索思政课教学改革，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构建了“三维

育人模式”，通过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实践意识和价值意识，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学校

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核心，将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三维育人模式”。 

6.2. 实践措施 

1) 优化课程体系 
南宁学院以“问题–实践–价值”三重逻辑重构思政课程体系，突破了传统思政教育“知–行–信”

割裂的困境。在知识维度，通过“时代之问”问题链设计(如《概论》课程中的历史与当代议题对比)，构

建“现象解析–理论溯源–价值澄清”的认知进阶路径，将知识传授转化为思维训练工具，呼应了增值

评价体系中“认知结构复杂度”的量化指标；在实践维度，“三通五化三结合”体系构建了“校内模拟

–基地实训–社会服务”的闭环生态，与情景课堂、虚拟仿真实验室(英雄精神传承体验馆)形成虚实互补，

强化了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场景迁移；在价值维度，独立开设的实践课程以“社会调研 + 公益服务 + 
红色研学”为载体，通过行为数据采集(如团队协作记录、案例分析报告)实现价值观养成的过程性评价，

为 AI 多模态分析提供结构化数据支撑。 
2) 创新教学方法 
南宁学院以“沉浸式体验 + 多维联动”为核心，创新教学方法：一是打造情景化课堂，通过校内外

多部门协同，设计《英雄正气薪火相传》等主题情景课，运用时空对话、师生共讲等形式活化历史；二是

构建“行走的课堂”，组织师生实地调研东兰、防城港等革命遗址，与 18 处烈士陵园共建实践基地，将

红色资源转化为育人场景；三是融合数字化传播，引导学生录制英雄故事视频、设计“爱国小兵”IP 及

表情包，以新媒体扩大思政教育覆盖面；四是建设校内 2000 平方米“英雄精神传承体验馆”，结合 VR
等技术营造沉浸式学习环境；五是联动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通过创新创业大赛、寒暑假实践等常态化

活动，推动思政教育从理论输入向行动输出转化，形成“知–行–创”育人闭环，有效增强思政课的感

染力与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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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实践教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依托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社会实践(传承英雄正气新体验)》，将思政课与大思政课

有机融合，通过多维实践教学模式传承英雄精神，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其核心

做法包括一下内容。 
多部门协同的情景教学：联合党委宣传部、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校内部门及校外单位，开展主题情景

课。例如，在烈士纪念日举办《英雄正气薪火相传》情景课，通过“新时代的呼唤”“满门忠烈铸英魂”

等篇章，结合师生联合主讲、时空对话等形式，深化家国情怀。 
实地调研与基地共建：组织师生赴东兰、贵港、防城港等地革命遗址调研，如考察韦拔群故居、中

共红七军旧址等，并与广西 18 处烈士陵园、9 座纪念馆共建实践基地，形成稳定的校外教学平台。课程

团队还推动红色资源“活起来”，如促成红军无名烈士纪念碑建设，强化教育功能。 
“理实结合”课程体系：构建“4 + 4”育人模式(四大专题讲座 + 四大主题实践)，设计“走进英雄、

记录英雄、传播英雄、关爱英雄”实践路径。学生通过录制视频、打造“爱国小兵”IP、设计英雄表情包

等创新形式传播英雄事迹，并将成果应用于社会服务。 
校地融合与资源整合：与平南县、龙州县等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合作，将英烈纪念场所作为“第二

课堂”，同时在校内建设 2000 平方米“英雄精神传承体验馆”，营造沉浸式学习环境。 
常态化教育活动：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等系列活动，结合寒暑假实践、创新创业大赛，推动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参军入伍学生人数逐年递增，形成“英雄精神代际传承”效应。 
该课程通过“脚步丈量、眼睛观察、内心感悟”的实践逻辑，实现英雄正气从历史资源向育人资源

的转化，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社会影响力显著。 
4) 完善评价机制 
南宁学院构建的“三维一体”评价机制，突破了传统思政课“知识本位”的单一评价范式，实现了

从“价值认知”到“行为转化”的全过程追踪。将“问题–实践–价值”三层次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量

化指标(如案例分析中的理论应用深度、实践报告的方案可行性、小组讨论中的价值观冲突化解能力)，形

成“知识内化–能力外显–价值践行”的螺旋式评价框架；依托超星学习通智能诊断系统生成个体成长

雷达图，精准识别学生“问题意识薄弱”“实践创新不足”等发展盲区，进而动态调整教学策略(如推送

定制化实践项目、设计价值观辨析工作坊)，形成“评价–诊断–改进”的教育质量闭环。 

6.3. 实践效果 

1) 学生能力提升 
通过“三维育人模式”的实施，学生的问题意识、实践能力和价值观念得到了显著提升。例如，在

“乡村振兴”专题讨论中，学生提出了“农村电商发展困境与对策”“农村教育均衡化问题”等具有现

实意义的问题，并通过小组合作撰写调研报告，展现了较强的问题解决能力。在实践能力方面，学生通

过社会调研、志愿服务等活动，锻炼了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 
2) 教学效果提升 
“三维育人模式”的实施促进了思政课教学效果的提升，教师的教学方法更加多样化，课堂氛围更

加活跃。学生对思政课的兴趣和参与度显著提高，课程满意度从改革前的 70%提升至 90%以上。 
3) 社会影响力提升 
南宁学院的“大思政课”实践育人系列活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学校组织学生参与的社会实践

活动多次获得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奖项，例如在全区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中，作品“以向

海图强之姿，逐民族复兴之梦”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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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总结与展望 

南宁学院通过“三维育人模式”的系统化构建，实现了思政教育从“知识传递”向“价值塑造 + 能
力培养”的范式转型，为应用型高校思政课改革提供了独特的实践样本。这一模式不仅回应了“培养什

么人”的根本问题，还通过校地协同实现了高等教育与地方发展的同频共振。未来，学校将继续深化思

政课教学改革，完善“三维育人模式”，为培养新时代青年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7. 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尽管“三维育人模式”在高校思政课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一些挑战。 

7.1. 面临的挑战 

1) 教师能力不足：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三维育人模式”的理解不够深刻，缺乏将问题意识、

实践意识和价值意识有机结合的能力。例如，一些教师在教学中仍然以传统的讲授为主，缺乏对学生问

题意识的引导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2) 实践教学资源有限：尽管学校加大了对实践教学的投入，但实践教学资源仍然相对有限。例如，

实践基地的数量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的组织和管理还不够完善，导致部分实践活动流于

形式。 
3) 评价机制不够完善：虽然学校建立了多元化的评价机制，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评价标准仍不够

细化，评价方式不够灵活。例如，对于学生实践能力和价值观念的评价，缺乏科学的量化指标，导致评

价结果不够准确。 

7.2. 对策建议 

“三维育人模式”的深化需突破传统路径依赖。教师培训应走向“技术赋能的全周期发展”，实践

资源应构建“产教数智融合生态”，评价机制应迈向“数据驱动的增值治理”。通过系统性创新，实现从

“三维割裂”到“全息融合”的质变，最终培养具备“价值塑造 + 能力培养”的新型人才。 
1) 教师培训体系的重构：从单一化到终身化发展路径 
构建分层次、全周期的教师发展体系。基于温州大学“四梯度递进式”培养模式(新教师 → 骨干教

师 → 教学名师 → 教育家型教师)，不同梯度教师采取针对性培养措施。新教师培养：采用“研习营 + 
助讲制”，如浙江高校的试讲过关考核与助讲导师制，结合 AI 教学诊断工具优化教学行为。成熟教师提

升：引入美国哈佛大学“新教师学院”模式，设计模块化进阶课程(如课程设计、跨学科融合、教育伦理)。
专家型教师引领：建立“名师工作室+ 项目制”合作，通过国家级教学竞赛孵化教学创新团队 

同时，学校还可以开发虚拟仿真教学场景，利用 AI 分析教师教学行为数据，生成个性化能力图谱，

推荐定制化学习资源，开展国际教育管理创新研修，聚焦跨文化教学设计与全球胜任力培养。建立教师

发展联盟，共享优质资源(如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的“AI 教学创新设计”课程)等。 
2) 实践教学资源的深度整合：从基地拓展到生态构建 
产教融合的生态化平台建设 
推广南华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的“虚拟仿真 + 实体基地”双轨模式，校企共建数字孪生实验室(如

天津大学与华为合作的智能制造仿真平台)。建立“产业链–专业群–课程包”联动机制，如南京工程学

院跨专业虚拟仿真实训系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动态管理与质量保障机制实施实践基地分级评估制度，

参考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动态管理方案，设定准入标准(如企业技术前沿性)、过程考核(学生项目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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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机制(三年未达标则摘牌)。开发“实践教学区块链平台”，实现校企数据实时共享与信用追溯(如绍

兴文理学院的基地动态合作原则)。元宇宙技术赋能实践创新构建虚拟实践社区(如漳州职校的“虚拟仿真

一体化”模式)，支持跨地域协作项目(如环境工程专业的溶气气浮虚拟实验)。引入增强现实(AR)技术，

如智能制造实训中心的“虚实联动”生产线，提升沉浸式学习体验。 
3) 评价机制的革新：从结果导向到增值发展 
构建三维融合的增值评价体系，采用“多层次线性分位数回归模型(SGPs)”，量化学生知识、技能、

价值观的进步值。设计差异化评价指标：知识维度，认知结构复杂度(通过概念图分析)；技能维度，虚拟

仿真实验中的问题解决路径优化度；价值观维度，社会实践中团队协作行为的自然语言分析。智能技术

驱动的过程性评价部署多模态数据采集系统(如课堂情感识别摄像头、实验操作轨迹传感器)，结合 AI 生
成《学生发展电子档案》。开发“教育元宇宙评价舱”，支持实时跨场景能力评估(如模拟国际谈判中的

跨文化沟通能力)。评价结果的闭环应用机制建立“评价–反馈–改进”数据链。将增值评价结果纳入资

源配置决策(如实践基地经费倾斜、教师培训优先级排序)。 

8. 结论 

高校思政课在新时代背景下肩负着重要的育人使命。通过培养问题意识、实践意识和价值意识三个

维度，能够全面培养学生的能力，使其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本文通过

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探讨了“三维育人模式”在高校思政课中的应用路径和实践效果，提出了面临的

挑战与对策建议。未来，高校应进一步深化思政课教学改革，完善“三维育人模式”，为培养新时代青年

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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