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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题教学法以专题为单位设计教材内容，具有主题鲜明、形式灵活等特点，目前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高校
“概论”课的教学中。但是专题教学过程中也暴露出教师责任意识减弱、考核困难等弊端。利用 ＳＷＯＴ分析法研究“概
论”课专题教学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并反思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利用微课、慕课等平台打造专题教学精

品课程、改进教学方式等建议，以期进一步提升“概论”课专题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专题教学；ＳＷＯＴ；思考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１２－００６９－０３

专题教学是把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并提炼为以专题为单位的形式，再分教师、按问题进行专题讲授的

教学方法。专题教学打破了传统“概论”课的教学模式，将教材中的知识与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结合

在一起，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但是专题教学在“概论”课教学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弊端，本

文利用ＳＷＯＴ分析法对“概论”课专题教学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研究，进而提出几点思考以提
升“概论”课专题教学的实效性。

１　“概论”课专题教学的优势
１．１　提高了教学的实效性

高校现行的２０１３版“概论”课教材有１５章，涵盖内容十分广泛，然而与目前高校已开设的其他三
门思政课以及中学相关课程在内容上有部分重复。例如“概论”课第八章中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与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绪论部分中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复，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第五章“中国革命的道路”重复。此外“概论”课的一些

内容还与高中政治课《思想政治—政治生活》、《思想政治—经济生活》等有部分重复，学生在听课时容

易产生厌烦感，难以提起兴趣。而专题教学是在全面把握现行“概论”课教材基础上，用专题的形式将

课程主要内容贯穿起来，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教学内容的重复，同时通过对主题鲜明、与社会热点紧密相

连的专题讲解，可以增强同学们学习“概论”课的兴趣，从而提高“概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１．２　增强了课堂的吸引力
“概论”课理论与实践总课时达１０８课时，理论课在７０课时左右，按一周４节课设置，每周都有“概

论”课。传统的教师通讲模式，学生容易产生视听疲劳。此外单个教师要深入透彻地讲解“概论”课１５
章的每一章内容也具有一定的难度，任课老师往往对自己有研究的章节用较多课时讲解，其他不熟悉的

没有深入研究的章节则略讲［１］。专题教学由多个教师轮流授课，每位教师可以将自己最有研究的内容

搬进课堂，同学们可以在同一门课程中感受不同教师多样化的教学风格，增强了课堂的吸引力。

１．３　促进了师生的互动
“概论”课专题教学的内容都是教师结合教材与当今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而设置的，打破了教材面

面俱到的章节体系与滞后性，容易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激发同学们与老师对这些社会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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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问题进行讨论或辩论。通过讨论或辩论等互动，不但活跃了“概论”课课堂气氛，也促进了师生之

间的互动［２］。

２　“概论”课专题教学存在的问题
２．１　任课老师调配存在问题

“概论”课在高校一般采用垂直管理大班授课形式，即教务处把４～５个自然班合成１个１００人左右
的授课班级，按照培养方案制定教学计划，任课老师再按照教学计划教学。实行专题教学后任课老师的

调配容易造成工作量分配不均衡［３］。以“国际形势与祖国的完全统一”专题为例，如果该专题由４位教
师主讲，，那么这４位教师在这一时间内要完成对全校所有学生的教学，工作量很大，而其他专题主讲教
师在这一时间段往往会无事可做，这也是专题教学必然引发的问题。

２．２　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减少
“概论”课传统教学模式是一学期由一位专业教师通讲，师生之间大多建立了ＱＱ群，甚至有的学生

遇到生活和学习上的问题还经常通过电话与老师单独交流。专题教学由多人轮流执教，虽然可以使同

学们感受不同教师多样化的教学风格，增强课堂的吸引力，但同时也使得原来的贯穿始终的辅导体系被

打破，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此外，专题教学也使得任课教师认为上完自己主讲的专题就完

成了教学任务，责任意识减弱［４］，不愿意主动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

２．３　考核存在问题
目前高校“概论”课考核一般分为平时考核和考试两部分，平时考核主要包括学生到课率、平时课

题表现以及课程小论文等，考试主要是指期末成绩。这种现行的考核形式显然不适应专题教学。首先，

专题教学是由多位任课老师共同完成，每位任课老师对学生平时的表现难以形成统一的量化评价标准。

其次，专题教学考核的重点在于对学生能力和价值观的培养，而目前大部分高校“概论”课的考核形式

重心仍是期末考试对理论知识的考核，难以调动学生“概论”课学习的积极性。为解决“概论”课考核存

在的这一问题，一些高校也在积极探索，对期末成绩这一部分考核进行了改革，考试采用开卷形式，题型

全部是与专题相关的材料分析题。然而试点后发现，很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关注的热点仅仅局限于

与考试相关的专题，考试没有全面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也难以达到专题教学预期的效果。

３　“概论”课专题教学的机遇
３．１　为高校教师资源的最优化使用提供了可能

“概论”课专题教学一般采取集体备课的形式，可以集思广益整合“概论”课教师资源，以保证专题

教学内容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此外由于“概论”课专题教学的时段性，还可以聘请其他专业对“概论”课

专题有深入研究或其他高校“概论”课的优秀教师进行讲课，以实现高校教师资源的最优化使用。

３．２　为实现“概论”课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概论”课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不但要求学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

本原理，还要求运用这些原理分析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使学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也就是说，“概论”课教学要把理论知识讲授和实践教学相结合，使两者相互促进、互为补充。但传统的

“概论”课教学往往注重理论讲授，忽略了课程的实践性和学生的主体性，而专题教学一般设立与实践

相关的专题，为实现“概论”课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供了条件［５］。

４　“概论”课专题教学的挑战
４．１　对任课老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概论”课涉及面广，理论性强，要求任课老师有宽厚的知识结构、一定的政治理论功底以及较强的

政治洞察力，采用专题教学后对任课老师提出了更高要求，任课老师既要承担“概论”课专题的教学任

务，还要承担“概论”课专题内容的设计。这就意味着任课老师不但要设计以学科知识为支撑并具有针

对性、时代感的课程内容，还要在教学过程中将“概论”课的政治导向性教学目的与学生成长的特点结

合起来，通过教师的引导使学生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政治思想素质。“概论”课专题教学对任课老师是

一种挑战，需要任课老师加强科研能力，不断更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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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对专题内容的设置提出了挑战
专题设计是“概论”课专题教学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环节，不但要结合教材，还要与社会热点问

题、学生实际情况相融合，达到现实性、针对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现实性是指“概论”课专题内容要与社

会现实结合起来，厘清“概论”课涉及的基本原理与社会热点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针对性是指专题

“概论”课专题教学必须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为宗旨。科学性是指“概论”课专题教学

选题必须遵循教育教学的规律，避免知识点跳跃过大［３］。

按照现实性、针对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很多学校和专家都在“概论”课专题设计上积极探索，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等辽宁部分高校２００９年就开始把“概论”课设置为我国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认
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等９个专题进行教学［１］，河南中医学院等

河南部分高校把“概论”课设置为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等１０个专题［６］，江南

大学把“概论”课专题分为理论专题和实践专题两部分，第一学期注重对基本理论的讲解，第二学期则

运用“概论”课所学习的理论分析现实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湖南部分高校２０１１年开始把“概论”课分为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定位、注重社会建设以实现人民幸福安康等１３个专题进行教学。从这些探
索中我们发现，各高校“概论”课专题的设置还是难以达到现实性、针对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要求，如何

进一步完善“概论”课专题内容还面临着挑战。

５　“概论”课专题教学的思考
５．１　努力改进教学方式

专题教学方式的创新是推进“概论”课专题教学改革的关键，如果仍沿用传统“填鸭式”授课方式，

难以调动学生学习“概论”课的积极性，势必影响“概论”课教学效果，从而制约“概论”课教学目标的实

现。因此必须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等多样化相结合的教学形式，达到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第二课堂可以采取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和“概论”课相关的社会实践、社团活动以及网络交流等教学形

式，激发学生对“概论”课的学习兴趣。如长沙民政学院在学院网站开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论坛，

思政课任课老师将教学内容以及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放到论坛，并就这些热点、难点问题

展开讨论，极大地提升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５．２　利用微课、慕课等平台打造专题教学精品课程
近年来，微课、慕课在全世界开始兴起，对高校教学方式的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很多高校也

开始把微课、慕课教学形式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利用微课、慕课等平台可以集中优势资源打造

“概论”课专题教学精品课程。

５．３　通过引导和利益保障，使“概论”课任课老师顺利转型
传统“概论”课任课老师完成课堂讲授后，再对学生进行考核，课程教学任务一般就结束了，而专题

教学大大增加了任课老师的教学负担。首先，加大了备课的难度。实行专题教学后，专题的内容需要每

年不断更新，这就大大增加了任课老师的备课任务。其次，专题教学的实践环节也加大了任课老师的工

作量。为做到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概论”课都设计了一定比例的实践环节，如利用周末与学校社团组

织合作组织学生调研与实地考察、邀请专家进行时政评析，这些实践活动也加大了老师们的工作量，但

老师的待遇却基本没有变化，这就直接导致一些高校“概论”课专题教学改革出现阻力，甚至一些任课

老师对专题教学怀有抵制情绪，因此必须在逐步提高“概论”课任课老师收益的情况下引导“概论”课任

课老师转变观念、适时转型，进而推动“概论”课专题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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