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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取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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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如何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促

进大学生创新能力提高是当务之急。从创新原理出发，积极探索合理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方式将不仅有利于保证思

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实效性，还可以为创新型大学生培养形成合力。创新取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重在探索对大学生

创新品质、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综合培养的可行方式。  

  【关键词】     思想政治课  实践教学   创新  

   

   一、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力是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  

  所谓创新，在前人发现或发明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性的提出新的发现、发明或改进革新方案的能力。  

  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创新创造型人才，是高等教育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针对大学生所进行的

创新教育应围绕以下重点展开：打破创新创造的神秘性，创新并不一定非的是天才才可以去做。关键在于我们要有创新意

识。着重培养创新思维能力，创新思维是整个创新活动的核心，创新思维可以通过培养和训练来提高。三是学生必须具备

基本的创新技能和创新方法即具有创新实际操作能力。创新能力人人皆有，创新能力可以培养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既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对大学生进行的人文素质及品德教育。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养大学生创新力方面的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在培养创新人才中的独特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目的决定了将在形成创新人才的创

新品质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将个人兴趣和社会责任与社会效益进行结合，端正创新的动机，保证创

新的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将直接促进综合知识储备与创新能力培养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本身涵盖了人文

社会科学方面丰富的知识。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将涉及古老的哲学命题、政治经

济学命题及社会主义理论命题的中外理论文化知识；在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过程中必然涉及中国近现代发展过程中科学、经

济、文化、政治方面的大量知识点；在学习思想品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大量心理学法学等知识体系；在学

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时能够紧握时代脉搏，学习中国革命与建设、经济发展、中国与世界

等方面的丰富知识。思想政治理论课丰富的方法论有助于直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

世界的物质性原理，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立足点，要求我们创新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其辩证法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会用

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观察问题、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解决创新中的问题，避免创新中时间成本的浪费。

许多领袖人物的创新方法更是直接指导作用。比如学习毛泽东的创新活动的方法论能够强化大学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

精神；毛泽东创新活动中的辩证思维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破除思维定势，促进新观念、新思想的产生；毛泽东创新以实践为

基础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创新“问题意识”。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各种有效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通过观察

培养了直觉思维；通过阅读培养了想象思维；通过辩论培养了灵感思维；通过研讨培养了联想思维；通过调研培养了逆向

思维等。这些知识与能力的储备必将与专业创新能力训练形成合力，激发创新潜能，增加创新才干；此外，思想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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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实践教学还将有助于培育创新环境。环境既是人才成长的需要也是创新活动的需要。良好环境将会促进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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