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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教师主体意识，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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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思想政治课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其实际课堂教学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究其原因主要是思

想政治课教师的主体意识没有被激活。文章从创新教学思维、创新教学方法、创新交流方式、等方面探讨了怎样激活教师

主体意识，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效果。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 教师主体意识   ；   教学效果      

  高校思想政治课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其教育目标是要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培养正

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信

心。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思想政治素质是人才的灵魂。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有着极强的理论意义，还有着极

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我们却很遗憾地看到，在不少高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学活动中，尽管教师采用了多种多样的现代教学

手段、方法，但从学生方面反映出的实际的课堂教学效果却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的预想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文章试

从激活教师的主体意识这个角度出发，围绕如何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效果这一核心，进行了一些探索。  

一、教师主体意识与课堂教学效果的内在关系  

在教育系统中，教师、学生等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人自然构成了教育的主体因素。教师是教的活动的主体，学生是学的活动

的主体，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构成的教学活动，便是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

发挥着主导作用。教师的职业角色意识，以及所具备的教学能力和素养等，都制约着其主导作用的发挥。[1]因此，教师

是否具备主体意识，直接关系着课堂教学效果的好坏。  

二、现实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问题及归因  

1、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评价  

从高校两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实施以后，笔者一直工作在教学一线。通过多年来对学生各方面情况的详细了解

和调查，发现学生对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以及课堂教学存在如下看法：  

（1）多数学生认为该类课程既不是一门专业主干课，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不能像专业课那样交给他们一门实际的求生

存的技能，所谓“大而无用”。因此，只要不考试当然就根本不会去学习。  

（2）教师在教学中理论不能联系实际，所讲授的内容距离现实太远，有“假、大、空”之谓。学生想了解、想知道的课

堂上没有，学生不想听、不想了解的却又拼命灌输。课堂教学中经常存在教师和学生“你讲你的，我干我的”的现象。  

（3）教师的教学方式、方法陈旧，存在一定数量的满堂灌现象。教师素质、教学素质均有待提高。  

实事求是地说，从笔者接受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时，上述情况就不同程度地存在了，所以，这也算得上一个老问题。但正

是因为老，才凸显问题存在时间之长、问题存在的原因之复杂以及问题需解决的迫切性。  

2、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的建议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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