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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举措之一，当前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

学存在线上教学资源不足、教学设计不够合理和教学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通过利用数字技术，数字

赋能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构建形式多样的数字化线上教学资源、搭建虚拟仿真实践教学线上大平台、

设计“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设计和完善思政课线上线下全过程数字化考核评价体系等优化策略，

进一步提高高校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和亲和力，增强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为推动思政课

教学改革创新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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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lended teaching approach,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elements, is one of the measur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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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However, 
there are currently issues in this blended teaching approach, such as insufficient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s, inadequate teaching design, and an underdeveloped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By lever-
aging digital technology and empowering the blended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with digitalization, we can construct diverse digital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s, estab-
lish a large virtual simulation practice teaching platform, design teaching designs that prioritize 
teacher guidance and student engagement, and refine the digital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entir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Thes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im to further enhance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depth, relevance, and accessi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This, in turn, strengthens the sense of achieve-
ment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se courses and provides new insights for promot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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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高校思政课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得到广泛应用，并在师

生共同探索和努力过程中取得了诸多成绩。为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探

索数字技术赋能思政课，众多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1) 是通过数字技术与思政课深度融合，赋能思政课。主要观点如下：应以坚守理论根基为根本，筑

牢思政教育思想防线，以有机融合为驱动，优化智能教学体系，以人机共进为目标，提升教师数字素养，

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护航教学改革创新持续推进[1]。为持续推进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要从促

进高校思政课教学场景的数智化、教学内容的精准化、教学评价的科学化等三个方面着手，持续提升高

校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推动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2]。从提升思政课教师数字素

养、拓展教学空间、丰富育人资源、开展教学评价等方面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数字赋能思政课建设实践路

径[3]。只有推进思政课教学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思政课教学新模式基地建设、网络信息资源平台

建设、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等，才能走出网络信息技术赋能思政课教学的现实困局[4]。 
(2) 研究数字技术融入到思政课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具体应用。主要观点如下：当前数字化赋能研

究生思政课可以通过线上与线下协同共育，实践与虚拟自由切换，个性与共性统筹兼顾等路径来实现[5]。
要从实现“5G + VR”技术与思政课混合式教学的深度融合、以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完善组织管理机制、

从互动教学和平台建设两方面共同推进等方面优化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6]。思政课教学应结合融媒体

技术的应用优势，优化教学内容的协同设计、整合教学资源的共享创新、促进教学主体的双向融合[7]。
构建融交互、体验与反思为一体的线上线下学习场景，实施线上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学习与线下教师

课堂面授教学有机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更好地提升思政课教学实际效果，切实发挥思政课铸魂

育人的重要作用[8]。人工智能赋能正在这一逻辑转换中展开：在教学设计阶段，助力精准识别教学对象、

分层设计教学目标、有效供给教学内容；在教学实施阶段，支持学生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和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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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评价阶段，推动循证教学评价、全面教学评价以及精准高效教学评价的开展[9]。采取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形式，构建个性化学习的环境，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在教学中的运用有助于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10]。 
这些研究成果对探索数字赋能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当前高校思政课授课对

象是成长于数字化时代环境下新时代的大学生，具有丰富的数字信息素养和技术能力，并擅长运用现代

化的数字学习工具和智能终端，倾向通过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方式获取知识和进行交流。在数字化时

代，要进一步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高校思政课需进一步进行教学改革创新，

通过努力将数字技术与高校思政课深度融合，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数字赋能思政课不断提升

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推动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 

2. 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存在的不足 

尽管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应用比较广泛，但在高校思政课实际教学过程中仍然面临

着一系列挑战和问题。目前，高校思政课线上教学资源主要体现在思政课课程线上教学资源不足、教学

设计不够合理和教学评价体系不健全等方面，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高校思政课教学效果的达成，直接影

响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获得感。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如下： 

2.1. 高校思政课线上教学资源针对性不强，吸引力不够 

 
Figure 1.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main problems with the 
current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Survey results 
图 1. “你认为当前思政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问卷统计结果 
 

思政课线上教学资源的内容和形式直接关系到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当前，

高校思政课线上资源在多个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首先，高校思政课线上教学资源更新滞后。当前，高校

思政课线上教学资源多基于旧版的教材。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后简称为

《概论》)为例，目前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和学习通教学平台线上教学资源相对比较少，大部分教学

资源还是以 2018 版或是 2021 版教材内容，以 2023 版教材进行设计线上资源较少。这些资源未能及时与

最新版本的教材同步跟新，不能全面展示新时代以来的最新理论成果与实践。其次，线上教学形式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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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线上资源仅以视频讲解和文本资料为主，缺乏互动性和吸引力，无法激发学生自主学习，难以满

足当代学生的多元学习需求。最后，线上资源针对性不足，现有的线上资源教学设计大多以知识传授为

主，缺少针对思政课特点的深度教学内容。尤其是线上内容没有很好地呈现新时代的典型事迹、感人故

事等，使得学生难以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联系，缺乏情感上的共鸣。根据《概论》课程开课前在学

习通平台发放“你认为当前思政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单选选择)问卷调查，参与

问卷调查学生人数为 91 人，选择“A. 线上教学资源不足，内容滞后”15 人，占 16%；选择“B. 线上线

下教学脱节，结合度不够”28 人，占 31%；选择“C. 课堂设计缺乏吸引力”40 人，占 44%；选“D. 互
动性不强”8 人，占 9%。具体分布如图 1：从问卷结果看，目前线上资源不足，内容滞后，课堂设计缺

乏吸引力和互动性不强占 69%，思政课内容滞后，针对性不强急需解决。 

2.2. 高校思政课线下教学设计不够完善，与线上教学缺乏有机衔接 

高校思政课线下教学设计依旧按传统教学模式设计的居多，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度低，课

堂讨论和互动形式单一，过度强调教材内容的讲解，而忽视了学生自主独立思考和情感认同的培养，缺

乏深度的课堂互动和思想碰撞。另外，高校思政课线上教学资源与线下教学资源结合度不够，线下教学

设计内容与线上教学内容经常重复，部分教学活动设计缺乏创新、缺乏差异化和多样性，导致课堂亲和

力差。思政课线下教学部分教师讲授时间占据全部或大部分时间，或者是教师课堂讲授内容很少，全部

或大部分课堂时间进行翻转课堂，在翻转课堂中未能有效引导学生的讨论，课堂氛围不活跃，学生参与

度较低，课堂互动不足，无法实现高校思政课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同频共振。根据《概论》课程在开课

前学习通平台发放“你认为你在混合教学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问卷调查(多选)，73 人参与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 47.9%学生认为完成学习任务时间紧，47.9%选择对平台操作不熟练，34.2%选择学习任务难度

大，28.8%选择学习效率低，19.2%选择课堂学习跟不上，具体见图 2：从图 2 和图 1 调查结果看，学生

认为线上线下教学脱节，结合度不够，导致给学生学习造成一定的困惑，学习效果不佳。 
 

 
Figure 2.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ain problem you encounter in blended 
teaching?” Questionnaire statistics results 
图 2. “你认为你在混合教学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问卷统计结果 

2.3. 高校思政课教学评价系统重形式，轻过程 

当前，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评价体系不够完善，过多关注教学形式和最终结果，对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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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重视程度不够，忽视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实际表现，学生的参与度和教学达成度等指标。在高

校思政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过程中多重视线上线下教学的形式，缺乏对规范教学过程评价体系的系统

构建，往往出现总体成绩从形式上看由线上线下多部分构成指标，但具体评价构成考核过程材料不充分，

无依据，权重比例不科学，导致整体评价体系不够规范，不科学，无法客观评价教学效果。 

3. 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优化策略 

针对当前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存在的问题及不足，通过数字赋能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提供形式多样的数字化线上教学资源、设计科学合理的线下教学设计、进行精准的全过程数字

化考核、完善线上线下数字化评价体系等优化策略，能进一步提高高校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

力，提升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 

3.1. 创新数字资源，丰富、完善和动态更新高校思政课线上教学资源 

高校思政课线上教学资源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线上教学资源的选择度和教学效果。通过不断创新和

持续完善，并不断结合最新数字技术资源，把红色资源和中国故事，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发生在中国大地

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典型事实、精彩事件、感人事迹，素材鲜活、聚民心、强信心和暖人

心的新时代故事按照课堂教学逻辑和标准进行课程化、故事化处理，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新媒体新技术

的数字化方式呈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中国故事讲好，特

别是要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2. 融合数字技术，搭建高校思政课虚拟仿真实践教学线上大平台 

积极探索融合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AI)等数字新技术与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的

深度融合，推动红色资源(包括重要旧址、遗址、遗迹、遗物、纪念设施或场所，重要档案、文献、声像、

照片资料、英烈模范人物和集体形象、事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艺作品、口述历史、红色地名等具有

代表性的其他资源)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虚拟空间建设，创建红色资源虚拟展览馆、体验馆，搭建红色资

源进驻高校思政课聚合线上大平台。高校要建设思政虚拟仿真教学平台，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技术

素养，精准指导学生线上随时随地访问高校建设的 VR、AR 和 AI 等思政课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和大模型，

例如 DeepSeek，例如。让学生突破时空限制，在虚拟空间实现“故地重游”和“时空穿越”，通过沉浸

式实践教育，引导学生在亲历红色场景中走近革命先辈、重温峥嵘岁月、体悟精神丰碑；在具象化场景

中感受新时代以来理论创新的思想伟力、奋斗历程的时代跨越、民生改善的丰硕成果，从而在思想深处

厚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认同。例如《概论》课程第二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可以结合

《重走长征路》虚拟现实互动体验系统，让学生通过体验深刻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增

强情感认同和理论认同。通过数字让“思政小课堂”“动”起来，用“思政小课堂”撬动“社会大课堂”

“社会大资源”，进一步增强思政引领力。 

3.3. 依托数字平台，构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数字化教学模式和教学设计 

(1) 构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数字化教学模式 
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要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在数字化教学环境下，为构建

“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模式提供了有利条件。具体为思政课教师根据课程设置教学目标，通过

数字化平台(如 AI 系统)，给学生推送个性化任务，学生通过数字化平台(如 VR 环境)完成情境学习，系

统形成学习报告，思政课教师根据学习报告对学生进行针对性辅导。具体构建模式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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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Figure of digital teaching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 led, student based”  
图 3. “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思政课数字化教学模式图 

 
(2) 完善线上线下“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混合式教学设计 
依托数字化信息教学平台，例如“学习通”“雨课堂”教学平台，构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将线上“社会大课堂”与线下校园“思政小课堂”有机结合起来，发挥线上线

下课堂协同育人优势，线上线下同向同行，把高校思政课讲深讲透讲活，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

引力。具体如图 4： 
 

 
Figure 4. Overall design of blend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图 4.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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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课前线上自主学习环节设计。为了让学生提前了解思政课课堂的知识点，课前通过在线学习平台

发布相关教学要求，要求学生在线学习，同时收集学生关注课程相关章节的主要问题，统计分析反馈的

相关问题，针对性地动态调整优化课堂教学设计，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学生的参与度。具体操作步骤(以
“学习通”教学信息平台为例)如下：首先，课前在“学习通”教学信息平台“通知”模块中课前线上发

布具体学习指南，包括学习目标、学习资源、任务说明和时间安排，让学生明确教学要求与学习目标；

其次，进行课程学习任务设计，包括自学内容发布、引导式问题设计、在线测试；再次，通过“学习通”

教学平台“活动”模块中发放问卷，收集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疑问和困惑，进行互动讨论，对问题分类与

分析，形成精准的学情分析；最后，根据学生问卷进行分析，根据反馈结果动态调整课堂教学设计与安

排，做到重点突出、节奏合理、师生有效互动和教学资源丰富，提升高校思政课的针对性。 
② 课中线下课堂教学活动过程的设计。在课中线下教学环节的设计中，教学活动的过程应以学生为

中心，注重互动性、实践性和目标导向。设计方案环节如下：课程引入，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思政课的

兴趣，明确课程内容和目标；知识讲解与互动环节，目的是针对性解决学生课前反馈问题，讲解新知识

点，结合练习巩固理解；学生实践与活动环节，通过小组讨论、情景演练等让学生应用知识并巩固理论；

课堂总结与答疑环节，通过总结提升、解答疑问与布置任务等，巩固学习成果，解答学生疑问，提升理论。 
③ 课后总结环节。课后总结环节是对高校思政课混合式课堂教学效果进行评价与反思的重要部分，

旨在通过总结课堂教学的成效，发现并改进教学中的不足，以便为今后的教学设计提供依据。该设计主

要包含教学效果自评、学生反馈收集与分析、教学反思与改进建议和课后作业与跟踪。该部分主要是通

过“学习通”教学信息平台形成的学生线上学习的全过程数据进行分析，形成课程学习报告。另外通过

“学习通”教学平台进行对课程资源、课程评价和效果等方面的调查，并结合期末考试进行分析，形成

数字化的达成度课程报告。通过对课堂的全面总结、教学效果评价和反馈分析，教师能够准确把握学生

对课程内容的掌握情况与情感认同，为进一步优化和改进高校思政教学的思想性和理论性提供科学依据

和参考。 
 

 
Figure 5.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advantages of blended learning com-
pared to conventional teaching methods?” Survey results 
图 5. “你认为混合式教学方式与常规教学方法相比，有哪些方面更

好？”问卷统计结果 
 

在《概论》课程开设结束后，再次通过学习通教学平台对“你认为混合式教学方式与常规教学方法

相比，有哪些方面更好？”问卷调查(多选)，75 人参与调查，结果显示 76%学生选择教学效果优于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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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58.7%学生选择锻炼了我学习的主动性，66.7%认为加强了课堂的互动环节，53.3%选择有助于

我多方面能力的培养，36%学生选择使我更好地运用了网络、新媒体等工具，42.7%学生认为让我的时间

安排更加自由，促进了学习方式的改变，具体如图 5。可见，通过混合式教学改革学生主动性增强，能力

得到提升，学生喜欢上思政课。 
通过数字技术构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数字化教学和设计双模式下，既能充分发挥好思政课教

师对整个教学活动的规划、设计和引导作用，完成“规定”内容，又能充分发挥学生对整个课程学习的

参与、独立思考和实践作用，完成“自选”内容，形成思政课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的有机结合态势。 

4. 利用数字信息，完善思政课线上线下全过程数字化考核评价体系 

随着信息数字化的快速发展，高校思政课课程考核评价体系急需与时俱进。高校思政课课程考核评

价体系要实现从传统的以期末考试为主，单一的评价手段考核方式向构建教学过程资料和信息全部数字

化，线上线下全过程、全方位、多维度的考核评价体系转变。通过全过程数字化评价体系的重构实现对

学生学习过程的动态数字化掌握，更全面地真实科学呈现学生的学习思政课情况和思想进步状态。 
构建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信息数字化全过程考核评价体系主要包含构建以知识掌握情况、思想政

治觉悟、课堂参与度 、实践能力和创新性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等多维度评价体系；构建线上与线下考核

结合，形成闭环式考核体系；完善实时跟踪与反馈机制；构建综合性评分体系，包括线上测试与作业、

课堂参与度与互动、社会实践与调研报告、创新性思维与专题研究，参与课外思政活动、志愿服务等方

式，激励学生积极参加到思政课的学习与实践中；通过数字化教学平台，构建评价与反馈机制的闭环机

制。以“学习通”教学信息平台为例，思政课教学评价指标可以包括线上课程音视频、章节测验、作业、

考勤、课程互动、分组任务、期中测试、期末测试和其它部分等构成，各指标占权重根据课程和班级情

况设置，形成全方位、全过程精准考核指标体系，通过构建数字化的评价体系，客观真实反映学生学习

思政课的过程和效果进一步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以《概论》课程为例，教学的整个过程进行了线上

线下全过程数字化考核评价，全过程学生都能在学习通教学平台能看见，课程结束后对课程评价进行了

调查，结果显示 84%学生选择好，14.7%学生选择良好，良好以上占 98.7%，选择一般为 1.3%，选择差为

0%，具体见图 6。 
 

 
Figure 6. “What is your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Survey results 
图 6. “你对本课程的教学总体评价是？”问卷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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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概论》课程开展混合式教学结束后，在学习通教学平台发放“你认为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英
文名称：Virtual Reality，缩写为 VR)，AI 等数字技术融入思政课能否增加思政课的吸引力和互动性？”

问卷，问卷结果显示，69 位同学参加问卷调查，53 人认为数字技术融入思政课能增加课堂的吸引力和互

动性，占 77%；2 人认为不能，占 3%；14 人认为不确定，占 20%。具体分布如图 7。 
 

 
Figure 7. “Do you think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virtual reality (VR) and AI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classes can increase the attractiveness and interactivity of these 
classes?” Statistical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图 7. “你认为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英文名称：Virtual Reality，
缩写为 VR)，AI 等数字技术融入思政课能否增加思政课的吸引

力和互动性？”问卷统计结果 
 

可见，通过把数字技术融入思政课增强学生对思政课的吸引力和针对性，构建思政课线上线下全过

程数字化考核评价体系，能够提升思政课的效果。 

5. 小结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是高校思政课改

革创新教学方法的实践探索。尽管当前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存在教学资源滞后，针对性不强，教学设

计结合度不够等不足，但是通过运用数字技术，数字赋能高校思政课，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搭建数

字化思政课教学大平台，优化数字化教学设计和评价体系，数字持续赋能高校思政课将进一步提升大学

生思政课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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