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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课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改革研究*

———以楚雄师范学院 “基础”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改革为例

陈 勇
( 楚雄师范学院思政部，云南 楚雄 675000)

摘 要: 在功利化日趋严重的大背景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 以下简称 “基础” 课) 缺

乏说服力、吸引力，大学生对 “基础”课普遍存在着抵触情绪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基础” 课的教学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如果再不改革以教师为中心、以死记硬背的闭卷考试为特征的传统教学考核与评价方

式，代之以学生为中心、既注重学习成果更注重学习过程的 “基础” 课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将难以走出

“基础”课教学面临的困境。为此，楚雄师范学院全面实施了涉及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在内的 “基础” 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改革，这种改革可以概括为 “教师讲 + 学生动 + 展示检”，它以实践能力的培养带动

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提升，以互动改善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取得了明显成效。
关键词: “基础”课; 教学模式;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 G652. 41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7406 ( 2016) 04 － 0093 － 07

全国各普通高校均开设了 “基础” 课，该门课程内容繁杂，实际上课时间不超过 45 学时，

加之社会大环境和教学对象发生的较大变化，要想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讲透重点，讲清难点，实

现教学目的，就必须对以教师为中心、以死记硬背的闭卷考试为特征的传统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

进行彻底的改革。本文将结合楚雄师范学院 “基础”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改革实施四年以来

的情况，就 “基础”课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改革的必要性、路径、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等问

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进一步完善践行式互动教学改革的设想，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基础”课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改革的必要性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 “基础”课教学面临着一些困境，具体表现在:

( 一) 教材层面

大学 “基础”课教材内容与中学的思品课有所重复，体现不出深度的递进性和广度上的拓展

性，各门大学思政课程间的内容也有重复，还有就是教材关注社会现实不够，难以激发学生自行

阅读的兴趣。
( 二) 教师层面

相当数量的教师沿用的还是简单灌输、枯燥乏味、缺乏互动的传统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

下，教师与学生的主体地位不平等，教学活动是 “以教师为中心”，讲什么、怎么讲、考什么、
怎么考全由教研室或任课教师说了算，学生无任何发言权，教学的关注点是教师 “怎么教”，而

非学生 “怎么学”。教师或者仅凭一张嘴、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上课，或者虽然使用课件但课件

制作却不够新颖、脱离现实、逻辑混乱，难以提起学生的兴趣。此外，对社会现实与书本中存在

的矛盾，很多教师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谈得太多，难以把握好 “基础” 课教学中的 “度”，不能

给学生正确及时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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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学生层面

当代大学生正处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和观念转变的新时期，功利主义凸显和道

德的泛化使得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正经受着巨大的冲击，甚至扭曲。［1］形形色色的社会问

题影响了大学生对道德和信仰的认同，加之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采取单向灌输而非双向交流

的方式授课，学生常常是被动地接受教师所讲的内容，学习缺乏主动性，完全是 “要我学”，而

非 “我要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学习积极性得不到有效的调动，

学习方法得不到高质量的培养。这使得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对 “基础” 课的学习不感兴趣，认为
“基础”课空洞无聊、与自己的将来关系不大，于是不带课本、课堂上玩手机、讲小话、打瞌睡、
看课外书、做专业课作业、不参与问题讨论甚至点名后找机会逃离教室等现象屡见不鲜。

总而言之，“基础”课缺乏说服力、吸引力，难以满足学生追求事业成功和人生幸福、探索

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和知识完型的需要［2］，造成了大学生对 “基础”课普遍存在着抵触情绪或消

极应付的现象，“基础”课的教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基础”课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已经

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基础”课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改革的路径
( 一) 实施 “基础”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改革

“基础”课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应该着眼于以教学考核与评价方

式的改革带动整个教学模式的改革，以达到培养具有良好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人才这一根

本目标。楚雄师范学院从 2010 年 9 月开始实施 “基础” 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 改革，到目前

为止已实施了四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基础”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模式在特征、教学主体的行为反应和实现途径

上均存在重大差别 ( 见表一) 。之所以实施 “基础” 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主要基于以下两

点: 一是经过中学阶段的教育，大多数学生对于如何做人的知识并不缺乏，他们缺乏的是如何把

知识变成践行的自觉意识。二是传统教学法过于注重单向 “灌输”，而该教学法则力求 “灌输”
与 “启发”的双向平衡，主要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 含新生与老生互动) ，课内与课外互动，

面对面互动，网上互动来实现。“基础”课践行式互动教学法本质上属于 “教师讲 + 学生动 + 展

示检”三位一体的德育模式，即教师主要是把教材内容优化整合后进行精讲，学生通过课堂互动

学习，在课外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践行教材内容，并通过在课堂内展示践行情况，以检验践行效

果，放大践行影响力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解决 “知行合一”的问题。
“基础”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至少在以下五大方面均有创新:

教学理念上，重视后喻文化在教学活动中的影响，这是互动教学的前提，可以实现教学

相长。
教学内容上，结合大学生的实际及他们所关注的热点，在保持知识体系完整的情况下进行优

化整合，变教材体系为教学体系，提倡模块化教学，将除绪论和结束语外的 1 － 8 章分为三大模

块，其中，第 1 － 3 章为思想教育篇，第 4 － 5 章为道德教育篇，第 6 － 8 章为法治教育篇，以利于

在有限的课时内讲透重点，讲清难点，给践行式互动教学留出时间。
教学方法上，由僵化变为灵活，针对不同章节的教学内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比

如，在思想教育篇和道德教育篇，既靠老师的讲解和案例教学，更靠学生的互动和实践，包括小

组讨论、辩论、学生制作 PPT 上台讲课、模拟法庭、主题实践、写读后感、发布热点新闻等。而

在法治教育篇，则以教师讲为主，其中穿插很多经典和热点案例，并通过开展模拟法庭活动，提

升学生对法律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树立学生的法律观念。
教学模式上，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为以学生为中心的 “践行式互动教学” 模式，

即 “教师讲、学生动、展示检”，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划分学习小组，设立班组长，建立班

级 QQ 群，开发网络教学资源和视频光盘资源，将课堂延伸至课外。
评价方式上，由闭卷考试为主的结果性评价变为多元化、立体式、过程性与结果性相结合的

评价，学生期末综合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核 ( 写一篇期末论文) 两大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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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 “基础”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 在全校所有班级统一实施，教研室专门编写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践行式互动教学手册》，将践行式互动教学管理模式、班干部的

产生及其职责、本门课总评成绩的构成及其计算、平时成绩和期末论文的提交、公平性保障、每

周的教学任务安排与进度、践行式互动教学参考资料 ( 包括课堂讨论、辩论、演讲或做 PPT 讲授

的参考题，实践活动的选题，推荐阅读书目，网上教学资源等) 、笔记记录页、课后作业、关于

该手册的使用说明、学生平时成绩与评语表等具体要求细化于其中，按每届大一新生人数印制，

免费提供给学生，学生的课堂笔记就记在该手册上，每年均根据使用情况对手册进行修订。该手

册可以说是楚雄师范学院 “基础”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改革的最大亮点。
限于篇幅的关系，本文主要介绍其中的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改革。

表一 传统教学法与践行式互动教学法的对比图

采用结果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方式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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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果

启发引导、 实践体验、 双向互动，
以学生为中心， 重视学习方法和能
力的培养， 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
价相结合， 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学生
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

简单灌输、枯燥乏味、缺乏
互动，以教师为中心，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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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面考试难以反映学生的
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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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教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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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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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教
学大
纲和
教材
章节
按部
就班
组织
教学

学生

教师

“我要学”“要我学”

关注自己 “怎么教” 关注学生 “怎么学”

精讲内容-把握总体框架 （见表二）， 推行模块化教学

找到教师、 教材、 学生三者间的契合点 （如： “人
为什么而活着？”、 “大学生的恋爱观” 等内容就容
易易引起共鸣）

力求多形式的双向互动 【课堂内： 主题演讲 （如： 南
海争端、 中日关系、 中美关系， 中国面临的安全威
胁）、 课堂讨论 （如： 对砍樱花树事件、 扯日本大使国
旗事件的评论）、 辩论 （如： 抵制日货就一定是爱国
VS 抵制日货不一定就是爱国）、 模拟法庭、 社会实践
等； 课堂外： QQ 群、 短信、 徽信、 电子邮件等】

表二 “基础”课的总体框架

( 二) 在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 改革中注重对 “基础” 课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的

改革

不改革高考制度就无法改变高中教学模式，同样，不改革 “基础”课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就

无法改变大学 “基础”课的教学模式。因此，改变以死记硬背的闭卷考试为主的 “基础”课教学

考核与评价方式，创新多样化的既体现学习成果更关注学习过程的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成为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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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师范学院 “基础” 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 改革能否成功的保证。为此，楚雄师范学院的
“基础”课自 2010 年 9 月起就取消了沿袭多年的以闭卷考试为主、“一考定成绩” 的期末考试，

代之以既体现学习成果更关注学习过程的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记录平时学习和品行表现作为过

程性评价，以期末论文来体现学习成果。学生本门课的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期末论文两大部分

构成，具体做法如下。
2012、2013 年的做法是: 总评成绩 = 平时成绩 × 50% + 期末考核 × 50% ，其中，平时成绩 =

( 课堂笔记成绩 × 40% + 小组展示活动成绩 × 40% + 个人发言成绩 × 20% ) + ( 加分总和 － 扣分

总和) 。其中，平时成绩记入教学手册所附的学生平时成绩与评语表 ( 见表三) ，一共包含四项:

①课堂笔记 ( 占平时成绩的 40% ) ，成绩以百分制记分，取若干次得分之和的平均值为该同

学的课堂笔记成绩。
②课堂小组展示 ( 辩论、模拟法庭、派小组代表上台讲授等，占平时成绩的 30% ) ，按直接

参与小组展示的次数以 90 分、80 分、70 分、60 分四等记分，不参与、不配合者记 0 分。
③个人发言 ( 讨论，即兴小辩论，占平时成绩的 30% ) ，成绩以百分制记分，形式有课堂发

言、班级 QQ 群或小纸条发言、短信等，发言次数多于 1 次者，取若干次得分之和的平均值为该

同学的个人发言成绩。因大班人多无法保证人人均有发言机会，故从不发言者除特殊情况外，记
60 分。

④加分与扣分
A、加分包括: a. 班长、副班长考核奖; b. 组长考核奖; c. 优秀组员奖; d. 最佳表现奖

( 加 2 分 /次) ; e. 手册记录特等奖; f. 做好事 ( 如: 扫教室、拾金不昧或助人为乐等视具体情况

记 1 － 3 分) 。
B、扣分: 迟到、早退扣 2 分 /次，缺旷扣 5 分 /次，缺旷超过 3 次者，总分不及格; 其他违纪

行为 ( 主要由宿管科提供) 酌情扣分 ( 如: 不参与宿舍值日扣 2 分，晚归扣 3 分) ; 不按时提交

作业，扣 2 分 /次，缺交作业扣 5 分 /次。
平时成绩的记录和考核分别由任课教师、正副班长、组长分层次负责，任课教师考核正副班

长，正副班长考核组长，组长考核组员。学期结束时，提交管理手册和期末论文给任课教师，由

其批阅论文、审核班组长计算的平时成绩，形成总评成绩并上报及归档。
表三 “基础”课践行式互动教学学生平时成绩和评语表 ( 2012、2013 年用)

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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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成绩

小组
展示
成绩

个人
发言
成绩

加分 扣分

最 佳
表现奖

其他获奖情况

获#
#副 加 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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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的做法改为: 总评成绩 = 平时成绩 × 50% + 期末作业 × 50% ，其中，平时成绩 = ( 课

堂笔记成绩 × 30% + 课堂小组展示成绩 × 30% + 个人发言成绩 × 30% + 社会实践及体验成绩 ×
10% ) + ( 加分总和 － 扣分总和) ，平时成绩记入 “基础”课践行式互动教学学生平时成绩和评

语表 ( 见表四) 。
针对程序有些繁琐、不便操作，并且加分后会出现超过 100 分的情况，2015 年 “基础”课教

研室又对之前的规定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将其简化为: 总评成绩 = 平时成绩 × 60% + 期末考核 ×
40% ，其中，平时成绩 = ( 课堂笔记成绩 + 教学互动或实践活动成绩 + 考勤成绩) /3，平时成绩

的各项组成部分直接记在教师的记分册上，不必再记入专门的表格。此次教学手册修改的一大亮

点是为任课教师和学生提供了践行式互动教学参考资料，包括: 课堂讨论参考题、辩论参考题、
演讲 ( 或讲授 PPT) 参考题、实践活动的主题、推荐阅读书目、网上教学资源等，大大方便了任

课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自学。此外，此次关于平时成绩的修改还有以下几处大的变动:

①课堂笔记。此次改动将之前的评分主要由组长进行、任课教师抽查改为由任课教师至少批

阅三次，以百分制记分，在 90 分 ( 含 90 分) 以下记分，取三次的平均分作为课堂笔记的成绩，

避免了组与组之间评分标准的差异造成的一个班级范围内的不公正。
②教学互动或实践活动成绩。一学期中，每位同学只要参与过讨论、演讲、辩论、上台展示

PPT、模拟法庭等教学互动活动之一，或者教学手册所列实践主题中的任何一项，或者提交一篇

读后感，即可以该次成绩作为教学互动或实践活动成绩; 参加过多项活动者，取成绩最好的一次

作为该同学的教学互动或实践活动成绩，教学互动或实践活动成绩以百分制记分，在 90 分 ( 含
90 分) 以下记分。此种改动既鼓励了同学参加教学实践或互动或阅读课外书，又考虑到了每个人

的实际情况，不搞千篇一律。
③考勤分。考勤分基础分为 90 分，迟到、早退扣考勤分 5 分 /次，缺旷扣考勤分 10 分 /次，

缺旷超过 3 次者，该门课不及格。为调动积极性，一学期中各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同学，以及担

任正副班长、组长且认真履职的同学，由任课教师在考勤成绩中酌情加分。此种改动使得出勤率

有保证，这是进行互动式教学的基础。
关于期末考核，虽然还是以写论文的形式考核，但其占期末考核的比重由 50% 降至 40% ，更

加凸显了过程性评价的重要性。
表四 “基础”课践行式互动教学学生平时成绩和评语表 ( 2014 年用)

课
堂
笔
记
成
绩

小
课
堂
小
组
展
示
成
绩

个
人
发
言
成
绩

社
会
实
践
及
体
验
成
绩

加 分 扣 分

获奖情况

□是□否获班长、副班长加分 ( 5 分)
□是□否获组长加分
□3 分 － 合格
□4 分 － 良好
□5 分 － 优秀 ( 不超过该教学班组数的 20% ) )
□是□否获优秀组员加分 ( 5 分)
□是□否获手册记录特等奖加分 ( 5 分)
本学期共获最佳表现奖加分 分 ( 2 分 /次)

做好
事及
其他
( 视
具体
情况

加分)

考
勤

违
纪

缺
交
作
业

加分总和 分 扣分总和 分

平时
成绩

= ( 课堂笔记成绩 × 30% + 课堂小组展示成绩 × 30% + 个人发言成绩 × 30% + 社会实践及体验成绩 10% ) +
( 加分总和 － 扣分总和)

评
语

( 参考思品课互动式学习管理手册中欢迎或不欢迎的要求填写)

签名:

三、“基础”课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改革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不足
( 一) “基础”课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改革取得的成效

实施 “基础”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 改革以来，楚雄师范学院 “基础” 课教学呈现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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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变化: 学风有好转，思想有转变，能力有提高，师资有提升。学生初步实现了从 “要我学”到
“我要学”的转变。比如，以前上课无人记笔记，而现在却记得很认真、甚至还在教学手册预留

位置不够记时加页记录。学生的期末论文结合现实、选题广泛，涉及爱国主义、大国关系、医

改、理想、责任、亲情等等。为了进行小组展示，有的同学从头学习 PPT 制作，有的同学放弃周

末自制道具、参与模拟法庭的彩排，不少同学学会了写作常见法律文书，了解了庭审的程序，提

高了法律意识，提升了综合素质。教师则从批作业、出试卷、阅卷、装订试卷等体力劳动中解放

出来，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了 “践行式互动教学”的设计和组织上。相关教师受邀到云南省

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会年会和云南省高等院校德育研究会年会上进行大会交流，引起与会者的关

注，先后有大理大学等六所高校思政部的老师到我校就该教学法进行了交流和探讨。该门课于
2015 年底通过 “省级精品课”和 “省级精品视频公开课”验收。

( 二) “基础”课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改革存在的不足

楚雄师范学院 “基础”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改革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1. 与学校教学管理制度相互衔接存在问题
“基础”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 改革与学校的一些教学管理制度之间会发生冲突。比如，

践行式互动教学方式与以量化卷面考试为主的教学检查表格在内容上有较大差异，记分册也无法

适应践行式互动教学的需要。另外，当同学成绩不及格时，难以像过去的卷面考试一样来补考，

只能选择重修，而重修时这部分同学又难以和下届同学跟班学习，所以无法对其进行过程性评

价。还有，部分院系的领导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学生认为思政课可有可无，

无关紧要，想不来就不来，随意缺旷，而大班开课，学生任选又使得老师不可能每节课都点名，

导致一部分学生不参与互动教学。
2. 践行式互动教学的软硬件条件有待加强
( 1) 学生与教师的素质均有待加强。软件上，既有教学对象学生能力的不足，也有教师自身

素质的不足。就学生而言，一些班干部组织能力、动手能力差，比如不会制作 PPT，不会发邮件，

不会对文件进行打包，或是主动性不足，造成延误，或是评分标准把握不当，导致部分同学考核

结果失真。就教师而言，主要是教师的培养培训力度还无法适应全方位教学改革的需要，整体教

学水平还有待提升，责任意识、敬业意识、奉献意识以及教学研究、教改试验有待加强，在师资

队伍建设上，“走出去”和 “请进来”方面仍大有潜力可挖。
( 2) 教学及办公环境有待改善。硬件上，教研室的办公场所无法完全满足教研讨论、公开课

等需求。上课时的不少教室的投影仪、电脑或者话筒等频繁出故障，专人管理又不到位，影响了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的实施，一些在大教室上课的班级因桌椅无法挪动，又缺乏必要的经费支

持购买所需道具，而使得模拟法庭和辩论赛难以大范围开展。

四、完善 “基础”课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改革的设想
( 一) 以省级精品课和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为契机，继续完善 “基础” 课 “践行式

互动教学法”改革

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结合 “基础”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 改革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

每年都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师生践行式互动教学手册》进行必要的修改、补充和完

善，力争在互动形式的多样化、教学效果的持久性和团队精神的提升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要尽

可能加大宣传和推广力度，提高校园网和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资源与网络学习中心平台的访问

量，让精品课资源能真正发挥资源共享的作用，并在此过程让 “基础” 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
充分发挥辐射作用，带动更多的同行投入到 “基础”课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改革中来，切实提升
“基础”课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 二) 以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为核心，加强 “基础”课师资队伍建设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学历提升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教学能力的提升才应该成为核心内容。
在这方面应该深入挖掘 “走出去”和 “请进来”方面的潜力。比如，上海大学李梁教授的团队就

有一套很好的思政课教学理念和方法，我们应该将这样的团队请进来，多向他们取经学习，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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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思政课的整体教学水平。我们也可选拔一些教师，把他们送出去，到有特点的高校访学或进

修，并争取机会参加一些高级别的思政课教师培训。此外，要给年轻教师压重担，让他们尽快成

长起来，为 “基础”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改革打好人才基础。
( 三) 要与学校转型发展、内涵发展和特色发展的目标相适应，积极探索 “基础”

课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发挥作用的新途径

笔者认为，“基础”课要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过程中，发挥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

律素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的作用。比如学生要能

够根据所给的选题查找资料做课件，要能上台演讲，要能即兴辩论，要能就某个社会热点独立发

表见解，要会撰写民事起诉状、答辩状、简单的合同等常见法律文书，甚至在家庭或亲友的合法

权益遭受侵害时，能够代理一些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权利义务关系简单的诉讼，在这些 “动”
的过程中，学生的能力会得到培养，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

总之，在当前的大背景下，实施以学生为中心、既体现学习成果更关注学习过程的 “基础”
课教学考核与评价方式，以实践能力的培养带动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提升，以互动改

善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这正是 “基础”课 “践行式互动教学法”改革的真谛，它有助于我们

走出高校 “基础”课教学的困境，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有价值，让我们的学生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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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form of “Basis”Course Teaching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thods
－ A Case Study of“Basis”Course“Practical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s”

Ｒeform of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EN Yong
(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Chuxiong，675000，Yunnan Province)

Abstract: Under the utilitarian increasingly serious background，“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
tion and legal basis”course (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Basis”course ) is unconvincing unattractive ，

college student on the“Basics”widespread resentment has become an indisputable fact，teaching“Basis”
course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difficulties． If we do not refor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assessment and e-
valuation methods of teacher － centered，close examination by rote，and replace them with a new “Basic”
course teaching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thods，which student － centered，not only focus on learning
outcomes and more focus on learning process ，then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get out dilemma which “Basic”
course teaching faced． Therefore，the reform of “Basis”“Course”“Practical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
ods”was carried out widely in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this reform involves teaching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thods，the “Basis”“Course”“Practical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s”reform that can be
summarized as“Teacher’s Lectures + Student＇s Practice + Testable shows”，It is through practical ability
to improve students＇ ideological，moral and legal qualities，through interactive teaching to improve the rele-
v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Key words:“Basis”Course; teaching model; “Practical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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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础”课传统教学法与践行式互动教学法的对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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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础”课第一章的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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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楚雄师范学院“基础”课线上线下相融合的践行式互动教学模式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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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regarding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New Era

CHEN Yong

School of Marxism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Yunnan Province 675000

Abstract: To reform and innovate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New Era it is

desirable that confinement of the courses themselves be broken. Instead a comprehensive reform ap-

proach incorporating course books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should be adopted. While ad-

hering to their core functio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se courses should be functioning

in a multi-dimensional manner i.e. capable of working their highest potential to develop graduates of eth-

ical integrity to help them in areas of mental heath sound personality overall ability and humane attain-

ment. To cultivate comprehensive capabilities of the students these courses should center around the stu-

dents with guidance from the teachers should adopt a balanced approach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between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and should evaluate the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final re-

sults process and everyday performance simultaneously. Furthermore these courses in primary schools

middl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planned as a whole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should

be upgraded and quality teaching faculty should be made ready to guarantee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ith necessary resources in organization ex-

pense and system.

Key words: New Era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inno-

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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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作为主讲教师之一的《走进高校第一课》光盘随纸质材料一起报送）



●l

、

营|:∶
登爨i0iV蚤-i营 ,|卜●il支 |】小i|鼓:|∶ i|i

ˉ

口【

●△

彐【

曰刂

审

编

编主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 出版社

杨纪武

王锡林

陈 勇 陈守聪 袁弋胭

禹邋喜



■
■
■
■
■
■
■
■

云南省社科联2014年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
云南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研究

”
资助出版

鲞黛粲麒 魃鲡龃鲟躔颥艏

△

黟

曩曩曩
ˉ

口匚

王

昌冒刂.

审

编

编主

杨纪武

王锡林

陈 勇 陈守聪 袁弋胭

■
■
■

■
■
■
■
■
■
■
■
■
■
■
■

加出测

J

|
1苷:  ·∷∷∷·̄ˉ

鑫鞔 纛鼙黢 鳜七-I
∷∷∷∷

i
●

i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德育论丛 .第 4辑/王锡林主纾 ·一昆明:云南科

技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416-9320-5

I.①德⋯ Ⅱ·①王 Ⅲ·①高等学校一德育一中国

一文集 Ⅳ·①G6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15)第 224938号

责任编辑 :王建明

刘 蓉

蒋朋美

封面设计 :姜 凄

责任印制 :霍  充

责任校对 :叶水全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1092mm 1/16 印张:32 字数 :700千字

2015年 10月 第 1版 2015年 10月 第 1次印刷

定价:6⒍ 00元

■



德育论丛
黪黪黪

$瑙 巍 满 搬巍 巍 裰搬 狡 “● I● I|

IsBN 97 〓
︱

b

a
●

m
u
△

●
△
△
△
△
△
△
引

ν
I
I
I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o

⒀
Ⅲ
Ⅲ
Ⅲ
Ⅲ
Ⅲ
m
″

1
I
I
囗

n
m
m
i
l
m
m
m
m
i
i
m
l
l
,

Ⅲ
阳

"
m
l
u
m
m
m
"
"
"
Ⅲ

Ⅲ
”
q

Ⅱ
"
"
"
"
"
"
"
"
"
"
"
7

www.ynkJp.hicom

lsB|N978● 7△5416ˉ9320● 6

定价 |^.66· 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