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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设置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

———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中心的研究

金兵
（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任。人的感悟往往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中，为了增进
教学效果，笔者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需要有意识地设置了一定的情境，引导学生融入特定

情境，设身处地地进行体会和思考，进而获得感悟。实践表明：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设置情境，可以拉近学生的心理距

离、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的思想共鸣，进而提高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提升思政课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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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
行思想教育的重要责任。近些年来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改革进行了一些尝试，其主要目的都

在于努力提高教学实效。其实，提高思政理论课

的实效，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拉近思政课

与大学生的心理距离，引起大学生的思想共鸣。

而创设情境让大学生换位思考，则有利于让他们

在自我体会中明白道理，更好地认同思政课所要

传播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为此，笔者曾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下面简称“纲要”）课程的

教学中，进行了情境设置的调研和实践①。

１　情境与高校思政课教学
关于特定情境中的体会和感悟，中国古代文

献就曾经有过一些揭示或描述。唐代白居易的诗

作《琵琶行》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

相识”的感叹。在特定情境下联想到自己类似的

境遇，是作者产生思想共鸣的重要原因。明代李

开先的传奇剧本《宝剑记》中有句“丈夫有泪不轻

弹，只因未到伤心处”［１］，这句台词后来演变成了

我们熟知的一句俗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

因未到伤心处”，用以形容人们尤其是男子特定

情境下的感动。这句俗语的背后，暗含着人的情

感体验及思想认识与特定情境联系在一起。而设

置特定情境，让人们换位思考，并从中获得思想认

识。孔子在《论语》里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原意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就不强加于

别人”［２］。这句话换一个角度看，也包含有让人

换位思考的朴素含义。

进入现代社会，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

关学科有了很大发展，对人们的认知活动也有了

科学化的概括。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是学习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建构
主义认为，学习是在一定情境中进行的。学习是

一个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学习是一个交流与合

作的互动过程；并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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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是一种以目标为导

向、自我监控、自我检查的学习。”［３］有些国外学

者根据人的认知特征提出了情境学习的概念。美

国学者安妮塔·伍尔福克（ＡｎｉｔａＷｏｏｌｆｏｌｋ）曾指
出，有些时候“建构主义和情境学习观点相一致：

强调学习应该发生于知识能够被运用的情境

中”［４］。情境对于学习活动的重要性已得到教育

心理学专家的广泛认可。

为了解当代大学生思想认识的来源渠道，判

断情境对大学生思想认识形成的影响，笔者进行

了专门调研。据抽样调查，大学生思想认识的获

得大致可划分为外部灌输和自我体会感悟两种方

式。据对１７４名不同专业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在
被问及“觉得自己收获思想认识的各种途径中哪

一种影响更持久”问题时，１３１人选择了“自我体
会感悟”这一项，占受访总数的７５．２９％。这一调
查结果给出的启示是，让大学生在自我体会感悟

中获得思想认识，比单纯的说教灌输更有效果。

但是由此提倡让大学生通过自我体会感悟来获得

思想认识，并不是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放任自

流，放弃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学的主阵地，而是

应该考虑如何把高校思政课与大学生体会感悟的

心理特征结合起来、如何在思政课教学中促进大

学生体会感悟的问题。因此，如果在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中注意创设情境，让学生在特定情

境中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进行体会感悟，是一个

值得尝试的办法。

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情境设置
的探索

教学是教师指导下的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

学习活动。笔者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改革需要因势利导。既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主要目标在于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而青

年心理认知特征又决定了他们内发形成的思想认

识比外部灌输的更有认同感，那么，教师就应该由

此出发为学生创设体会感悟的特定情境，以推动

学生内发地形成相应的思想认识。教师应该从青

年心理认知特点出发，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活动中，根据课程目标的要求及课程内容的特

征，设置一定的情境，引导学生融入特定情境，通

过模拟身份、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换位思考、

设身处地考虑问题。教师要通过情境的设置及适

当的引导，让学生内发地而不是外部强加、自我体

验感悟而不是外部说教灌输地获得思想认识，以

此增进大学生对思政课所传播观点的认同度、对

思政课所阐发理论的理解力，并增进思政课在学

生人生中影响的持久性，最终提高思政课实际的

教学效果。

课堂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

笔者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任何一项教学改

革设想必须落到课堂教学的实处，否则只能是纸

上谈兵。教学改革要落到课堂教学的实处，又必

须与教学活动的基本元素及常规环节结合起来。

虽然受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当代高校课堂的形式

和内涵有所变化，但一些教学活动的基本元素及

常规环节并未有根本变化。即便是依托互联网而

时兴“翻转课堂”“慕课”等新的教学模式，其一些

教学活动的基本元素，如听讲、问答、讨论、作业等

仍然是应有之义，只是在技术手段及组织形式上

有所变换。“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

要课程之一。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情境设置，以促

进大学生对“纲要”课程知识的理解，并从中收获

情感体验和思想认识，教师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教

学设计。教师应根据课程目标的需要及课程内容

的特点，把情境设置融入讲授、讨论以及其他一些

课堂活动中去。

教师可以把情境设置与课堂讲授结合在一

起，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设置一定的情境。讲授

法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的教学方法，至今

仍不可缺少。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

法以讲授为主，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对教材进行阐

释，用解释性的话语把教材内容传递给学生。学

生获得的是教师传递的知识性道理，在学习活动

中较少有情感体验。这种知识性的道理是已经概

括好的，具有抽象性，学生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

去接受这些知识性道理的。

改进传统的课堂讲授法，可以将之与情境设

置结合起来。教师在课堂讲授中结合一定的情

境，需要注意运用设定、类比、联系的方法，促进课

程内容与学生心灵的沟通。在讲历史人物时，教

师要强调社会背景、时代特征、人生经历对人物的

影响。教师把历史人物的社会背景、时代特征、人

生经历讲清楚，尤其是这些人物在做出人生抉择

时所处的具体环境。教师要为学生创设一种情

境，并让他们融入情境并体会、思考：如果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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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情境下会怎么考虑、作何抉择？例如，笔

者在讲东北抗日联军部分时，讲到了杨靖宇，重点

介绍了他牺牲前面临的情况：１９３９年秋冬，日伪
军对抗联进行“讨伐”作战，杨靖宇的部队被迫化

整为零，他身边又出现了叛徒，山区的秘密宿营地

和补给站被叛徒带人摧毁，到１９４０年初他在东北
冰天雪地之中面临的几乎是绝境。在让学生了解

杨将军生前最后面临的具体情况之后，笔者引导

他们思考：假如在那种情境下，你会怎么想、怎么

办？通过换位思考，让学生体会革命英雄人物奋

斗的不易，理解他们超越普通人的意志品质，让学

生在敬佩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

在课堂讲授中结合一定的情境，教师还可以

使用类比的方法，类比学生经历过的、熟悉的、已

经获得的或者能够通过一般想象可以达到的情

境，让学生获得情境的体验和感受。例如，针对五

四运动爆发问题，现今大学生对当时国人心情停

留于一般性的认识，缺乏真切的感受。笔者在上

课时重点分析了近代中国之前历次国际战争失败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战胜国后中国人心理的变

化，论述了巴黎和会召开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

这次会议的期待，让学生体会当时特定的情境，体

会巴黎和会后来牺牲中国合法权益的结果与国人

原来期望值很高之间的心理落差。为了增强学生

对情境的体验，笔者还采用了类比的方法，以评奖

学金为例，让学生设想：如果某位同学平时在班上

受欺负与奖学金无缘，后来有次考好了，本来有希

望拿到奖学金的，但是奖学金却被班干部让给了

要好的同学，让大学生体验这种情境下的心理落

差与愤怒心情。当然，类比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

得情境感受。教师在类比的同时，也要指出类比

对象之间的区别。为了增强学生对历史情境的感

知，教师在课堂讲授中还可以使用历史人物日记、

回忆录、访谈纪录片等资料，为学生提供亲历者的

认识视角。例如，讲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可以

插播纪录片《二十二》的片断，通过让大学生了解

幸存“慰安妇”的状况，直观感受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华罪行，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形成振兴中华的爱

国主义情感。

在课堂讨论中，教师也可以结合一定的情境，

组织学生开展设置一定情境的课堂讨论。时下，

一些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搏出位，经常在网络上

发表一些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历史“新论”。这些

所谓的历史“新论”极大地扰乱了人心，动摇了大

学生的精神信仰，消解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传

播的“正能量”。时下，还有一些影视剧胡编乱

造，娱乐化地“消费”历史。那些所谓的“穿越剧”

“抗日神剧”等，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天马行空

地胡编乱造，误导了包括大学生在内的许多观众。

为了正本清源、明辨是非，有必要在课堂上组织讨

论，让学生多了解真实情境下的历史状况。笔者

曾在课堂上组织过大学生开展对“抗日神剧”的

讨论，通过讨论让学生发现，在真实的历史情境

下，根本不可能出现“抗日神剧”中那些雷人的台

词、雷人的情节。有学生在讨论中指出，抗战中人

们在真实情境下不可能像“抗日神剧”里描写的

那么料事如神。因为讨论任务是提前布置的，许

多大学生在作讨论准备时阅读了一些回忆录、观

看了一些纪录片。有学生指出，真实环境中日本

鬼子是非常凶悍的，敌我在装备上、训练上差距都

是非常明显的，与“抗日神剧”所描述的有着根本

不同。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们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中华民族在艰难困苦中赢得了抗日战争，付出

了巨大的牺牲，这种不屈不挠、捍卫独立的民族精

神需要我们继承；而“抗日神剧”娱乐了历史，不

仅误导了中国观众，而且让日本右翼势力有机可

乘。笔者还曾组织大学生讨论过网络上某些丑化

英模的言论。有学生在论及抗美援朝战争中黄继

光舍身堵枪眼的事迹时说到，特定情境下当事人

作出的决定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黄继光根本

不会像某些网文所说的那样要考虑机枪子弹的

射速多少、强度多大、穿透力如何，纠结这样的

牺牲值得与否。教师推动大学生作进一步思

考：那么这种特定情境下黄继光瞬间的决定为

什么是牺牲而不是逃避？大学生们经过讨论，

比较容易得出信念驱动的结论。有的学生还结

合自身经历说，自己助人为乐时，在具体的情境

中根本不会考虑那么多，下意识地就做出了决

定，因为多年来所接受的教育已经让是非观印

在脑海里，觉得逃避是可耻的。教师这时乘机

向学生揭示，包括思想政治课在内的学校教育

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种教育的价值，不

能用是否可带来经济利益去判断，而更应该看

到它有助于健全人格的养成。

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开展一些带有

情境模拟的活动。这种课堂活动，或是模拟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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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会的辩论，让学生感受到弱国无外交的无奈；或

是模拟重庆谈判，让学生体会抗战胜利后中国命

运的抉择与冲突；或是模拟凤阳小岗村土地承包

的经过，让学生体会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农村面临

的抉择，推动学生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分析形

势、认识问题。开展这些活动，教师要进行专门的

教学设计，提前布置任务，让学生查阅历史资料进

行前期准备，然后情境再现进行展演，并在展演之

后交流感受和体会。教师则通过引导加以总结归

纳，使学生的认识得以升华。例如，笔者曾让学生

模拟重庆谈判，提前把任务布置给学生，相关的学

生小组为了解情境、融入情境事先查阅了大量资

料，然后进行角色扮演，把相关谈判的片断展现给

同学。据相关大学生反映，他们通过背景资料查

阅、情境再现及展演体会到：当时中共代表赴重庆

前完全不担心个人安危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全国

人民希望战后国共两党携手实现和平，即使知道

国民党不会那么容易放弃一党独裁，中共代表必

须拿出和平的诚意，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和平。他

们说，在特定情境中对历史人物心态的感受，是单

纯阅读教材所不能体会到的。

除了课堂教学之外，教师还可以给大学生布

置一些有一定情境的课外作业，让他们模拟中国

近现代史上的人物，融入特定情境，去写一封家

信、时评、报道，或是拍摄一段视频。大学生在完

成作业的过程中，为融入情境，必然要了解历史背

景、查阅历史资料，在之后写作或拍摄的过程中，

又需要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这样

就大大增进了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相关问题的

认识和理解。这种设置情境的课程作业，笔者已

另有专门论文，这里不再赘述①。

情境设置可以与高校思政课现有的一些教学

改革模式很好地结合。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中出现的一些新教学模式，如“翻转课堂”

（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慕课”（ＭＯＯＣ）、“大班上
课，小班讨论”等，也可以结合一定的情境来开

展。“翻转课堂”“慕课”等教学模式，依托互联网

而时兴，但仍然包括一些学习活动的基本元素，如

听讲、问答、讨论、作业等，只是技术手段更加现代

化。在高校思政课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中，一些

课堂发言讨论或者网络讨论，即可以设置一定的

情境，变传统局外人的旁观性讨论为设置特定情

境、需要换位思考的讨论。而作为大规模开放在

线课程，高校思政课慕课开展专题教学时，在组织

课堂教学发言与讨论、网络讨论、单元作业、观看

视频片段、参观纪念馆等教学活动时，都可以引入

一定的情境。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慕课为例，

一些单元作业就可以设置一定的情境，让学生课

外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模拟历史人物写一封抗战

家书、或以小组的形式完成一个历史情境剧，然后

把这样的电子作业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供大家

分享和借鉴。

情境设置也可以和高校思政课其他各门课程

很好地结合。笔者主要以“纲要”课为中心开展

了情境设置的教学改革探索，但是通过研究发现，

情境设置同样可以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其他课程。例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教学中，在讲到道德问题时，可以设置一定的

情境，让学生去思考，如果自己处于这种情境会怎

么认识和决断。像贩卖仿制药可以救人但却犯法

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教师可以让学生不是作为

一个旁观者，而是作为不同方面的当事人，投入到

特定情境去体会和思考道德、法律、个人情感、专

利保护等问题，通过特定情境下的体会和思考，认

识问题、分析问题，从而形成正确的是非观、价值

观。在特定情境下，学生对一些矛盾冲突能够体

会得更直观。辅之以同学间讨论和教师的点拨，

学生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会更深刻，收获也会更

难忘。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引入情境，教

师有意识地设置一定的情境，推动大学生融入特

定的情境去体会和思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教

师是引导者、点拨者，而不是灌输者。教师根据教

学内容的需要，设置一定的情境，让大学生设身处

地地去体会和感悟，同时也要加以点拨和归纳，推

动大学生从自我体会感悟中形成的认识进一步升

华。所以，在此过程中，教师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或

缺的。

３　高校思政课运用情境设置教学模式的
意义

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设置一定的情境，推动

７４
①相关论文参见拙作：情境设置与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作业的创新，高教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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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设身处地进行体会和感悟，有利于增进学生

在学习活动中的主动性、参与性、体验性。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以提高思想认识、政治觉悟、

理论修养为主要目标的课程。这种学习活动中的

主动性、参与性、体验性的增进，可以从调动学习

兴趣、拉近心理距离、引发思想共鸣、坚定政治信

仰等方面提高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提升思政课的

获得感。以下笔者以“纲要”课程为中心来具体

论述情境设置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意义。

首先，情境设置可以拉近学生与思政课的心

理距离。高校思政课教材中许多道理、规律、理论

相对比较抽象，容易让学生望而生畏，产生距离

感。就“纲要”课程来说，其学习目的“主要是要

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

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了解国史、国情，深刻

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

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

开放”［５］。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及其规

律、了解国史国情、领会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概

括性的大目标，让学生理解需要通过具体史实的

体验和感悟来达成。在“纲要”课程教学中设置

一定的情境，推动学生设身处地体会和思考，可以

加深他们对近现代国史、国情的具体认识，收获更

真切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

及历史是非观，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理解中国社

会发展进程及其规律性、更好地理解历史和人民

的选择。在“纲要”课教学中设置一定的情境，推

动学生内发地形成情感、态度和认识，避免了灌输

式、压服性说教引发的反感。这样就消除学生与

思政课的距离感。

其次，情境设置可以调动大学生对思政课的

学习兴趣。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设置一定的情

境，引导学生融入情境体会感悟，可以改变学生在

课堂上被动听讲的状态，变成了主动参与、积极思

考。这种主动参与，让思政课摆脱了外部说教的

枯燥感，而变得有趣味。相较于传统的课程作业

形式而言，情境设置式课程作业更加活泼、生动。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作业的主要形式有

论文、习题两种。在教学改革中，笔者根据“纲

要”课程特点，设计了抗战家书、历史情境剧等带

有一定情境的课程作业。这些课程作业要求大学

生融入特定情境作为历史当事人去书写或表演，

在形式上更加活泼、形象上不再刻板，比较容易调

动大学生完成作业的兴趣。据问卷调查，１７４名
受访大学生中有１２３人表示，相较于论文、习题式
课程作业形式，他们对抗战家书、历史情境剧等情

境体会式课程作业形式更感兴趣。

再次，情境设置可以引发学生对思政课的思

想共鸣。外在的说教灌输，容易让学生感觉思政

课是高高在上的他者，不容易让他们感同身受有

思想共鸣。而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设置一定的情

境，引导学生融入情境、换位思考，则可以增强学

生对思政课教材内容的体验性。这种体验性的增

强，可以让学生感觉到思政课不再是居高临下、冷

冰冰的，而让思政课变得更亲切、更有温度。在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设置一定的情境，推动

学生换位思考，可以帮助他们在特定情境下建立

与课程内容的心灵联系。以“纲要”课程为例，该

课程历史性的内容虽然在时间、空间上与学生当

前生活有一定距离，但是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设置

一定情境，让学生采取模拟身份、换位思考的形式

来体会感悟，则有助于学生获得较真切的情感体

验，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对课程内容的体验性，让学

生能直观地感知书本上传达的道理，从中获得情

感体验，感悟人生哲理和历史规律，内发地而不是

经由外部灌输获得思想认识。这种课程内容体验

性的增强，可以引发学生对思想课的思想共鸣。

最后，情境设置可以坚定学生从思政课中获

得的政治信仰。中国有句俗话叫作“百闻不如一

见”，背后的含义包括：别人说的不如自己看到的

更可信。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设置一定的情境，

推动学生融入特定情境来体会感悟，内发形成的

思想认识让学生更信服。情境设置可以增进学生

对思政课课程内容的认同感。近些年国内出现一

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否定历史、贬低革命、丑

化英模。在此背景下，要使当代大学生形成正确

的历史观、是非观，必须要改进教育教学工作方

法，避免空洞说教。在高校“纲要”课堂活动与课

程作业中设置情境，让学生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

感受历史、认识历史，可以让学生认清历史虚无主

义臆想历史的虚伪性。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

历史认知能力，让他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是非

观、价值观，还有利于学生坚定对党和国家的政治

信仰。并且，这种通过自身体会得到的内发的思

想认识，让学生更认同、更信服，对他们人生的影

响也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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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设置一定的情境，让学

生融入特定情境来认识和思考，可以推动学生内

发地形成情感、态度和认识。这种将心比心的认

识思考模式，可以建立思政课与学生的心灵联系，

更好地引发学生对思政课的思想共鸣，让他们更

好地形成对思政课课程内容的心理认同。这些无

疑对高校思政课教学实效的提高和获得感的提升

是有极大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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