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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　主持人：李学　博士

　　　　　　 主持人简介
李学，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南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专职研

究人员，教育学博士后，湖南省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已出版专著《和合语文课程研究》、参编教材（专著）４部，在《中国教育学刊》《教育发展研究》
等刊物发表论文３０余篇，主持省部级课题６项、参与省部级课题研究５项。第四届全国教育
硕士优秀导师；获湖南省第三届教育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排名第２）各１项。

主持人寄语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师也。”本期刊出的文章，主要从具

体课程的改革思路、内容选择、实践方式等不同角度分析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是大学教学万

花筒中一道微小但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教师参与其中，多种教学思想相互

启发，共同推动教育教学研究的繁荣。

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实践教学探索 ①

游训龙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政法系，湖南 娄底４１７０００）

摘　要：高校转型势在必然，它涉及到办学观念和办学模式的转变。加强专业建设，实现专业转型是高校转型的应
有之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作为文科的传统专业，更应抢抓机遇，迎难而上，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大

力推进校地合作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服务。

关键词：高校转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３９－０３

按照国务院和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全国有６００多所高校面临转型，这些高校又是新建的地方本科
院校。这些高校转型，文科专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最多的。传统的理论型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如何

培养应用型人才并实现转型，是摆在人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笔者以高校转型背景下强化实践

教学为视角来加以论述，期望抛砖引玉。

１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与挑战
一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下称“思政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见习、实习、毕业论文、社

会实践活动等几个方面（有的学者把课堂讨论、作业批改环节也列入其中），毫无疑问，高校应该引起高

度重视。但从实践层面来看，还存在以下问题。

１．１　比较重视理论教学，轻视实践教学
从学时学分来看，实践教学偏少。据调查统计，理论教学占总学分（１学分相当于１８课时）的８０％

左右，实践教学仅占２０％左右，有的则更少。笔者对１２所地方高校思政专业进行调研，其基本情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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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其中，怀化学院、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和贵阳学院的情况比较乐观，所占比重均超过２５％，其余则
均在２０％以下，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１２所地方高校思政专业实践教学所占学分情况

序号 学校名称 总学分数 实践教学学分 百分比／％
１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１８３ ４６ ２５．１３
２ 怀化学院 １８６ ５４ ２９．０３
３ 上饶师范学院 １６７ ２５ １４．９７
４ 贺州学院 １５５ ２３ １４．８３
５ 菏泽学院 １６５ １８ １０．９０
６ 贵阳学院 １７２ ４９ ２８．４８
７ 贵州师范学院 １６９ ３１ １８．３４
８ 内江师范学院 １６５ ２８ １６．９６
９ 商丘师范学院 １７０ ２４ １４．１１
１０ 许昌师范学院 １７０ ２６ １５．２９
１１ 玉溪师范学院 １５５ １８ １１．６１
１２ 哈尔滨学院 １６９ ２５ １４．７９

　　注：表１数据不含课堂讨论、作业批改环节。

从操作上看，有些学校是纸上谈兵、形同虚设。如教育见习因难以组织没有落到实处，教育实习因

缺乏实习基地而由学生自己实习，号称是“分散实习”，实际上就是“放羊”；毕业论文因学生要参加各种

考试、要找工作而马虎了事，教师也没有从严把关，从而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１．２　教师不足
按照转型的要求，思政专业需要数量适中、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其中双师型教师应占一

定的比例，而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其一，理论课教师不足。不重视该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师资严重

缺乏，多数学校，尤其是二本高校，往往只有４～６人是专业教师，教学工作量虽然不很多，但上课门数
多，每位老师每学期上课３门以上，严重违反教学规律，影响教学质量。有关课堂讨论、作业批改、小论
文写作也无暇顾及。其二，实践教学教师不足，也就是双师型教师严重不够。“目前担任思政专业的教

师大多数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分配而来的，而实际工作单位如企业、政府部门、中学等工作岗位上真正

工作过，具有相应实践经验的教师却很少。”［１］

１．３　经费不足
教学经费总量不够。按照教育部本科合格评估的要求，高校教学经费的投入要按学生人数拨款，应

占学校总经费的２５％，并且逐年增长，这本来就很难做到。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以来，大多数高校有重
理轻文的现象。有些高校本来文科专业有优势，应该重点发展，但他们没有摆脱传统思维，认为对文科

的投入只需“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因而盲目追求大而全，特别是只注重理工专业的发展，每年为理工

专业投入数千万元资金，可是办学效益很低，专业无特色，学生就业无竞争力，结果是得不偿失。中国社

科院２０１３届毕业生就业蓝皮书显示：“普通本科文科生就业率高于理工科。蓝皮书指出，通常人们认
为，理工科毕业生比文科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但调查数据显示，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重点本科院校，

而对于普通本科毕业生而言，其文科毕业生 ８２．１％的就业率反而明显高于 ７１．６％的理工科毕
业生。”［２］

教学资源分配不公。包括基地建设、实训室、实验室和设备采购等。基地建设主要有校内与校外两

种，校内是实训室、实验室，大多数高校没有；校外基地主要是教育实习基地和社会实践活动基地，这方

面工作普遍做得好一些，都有相对稳定的实习基地。问题是高校没有理顺协调与中学的关系，一些中学

不想接纳学生实习，往往凭带队老师的个人感情接纳学生实习，没有建立长效机制。

１．４　师生积极性不高，效果不好
教师待遇较低，没有归属感。该专业不是热门专业，教师的年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其他专业教师的年

收入水平。而且，教师在组织实践性的教学过程中受到种种限制，如经费偏少、对经费使用没有自主权、

报账程序过于复杂等，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而学生希望实践教学多一些，认为

仅仅课堂教学过于单一、比较枯燥，理论与实践脱节，收获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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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实践教学的对策
２．１　提高认识，改革人才培养方案

转型有压力也是动力。思政专业必须改革，否则面临生存危机。高校转型主要是专业转型，要抢抓

机遇主动出击，把“要我转型”变为“我要转型”。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应用型人

才，扎扎实实地做好两方面的工作。其一，加强师范素质教育。思政专业主要培养中学政治历史老师，

他们需要掌握牢固的专业知识，同时需要很高的师范素质。高校应发扬光荣传统，重视普通话、三笔字

（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的训练，作为必修课开设。其二，大力推进校地合作教育。这里主要是指高

校与地方的合作，包括政府部门，特别是与中学的合作，要通过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建设教

学基地，共同组织教学来实现。

２．２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这里的双师型教师是指既有扎实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教师。高校应实施以下两方面

的措施：其一，派教师到著名大学进修。对此多数高校非常重视，尤其是二本高校。但要指出的是，教师

或许为评职称而进修，他们去进修的学校基本上是全国著名的综合性重点大学，只有较少的教师选择全

国著名的师范大学，这可能导致学习的针对性不强。今后应多考虑到专业对口的学校进修。其二，派教

师到中学挂职锻炼（主要是当老师）。中学大多数在基层，是锻炼人的好地方。派教师到城乡中学挂职

锻炼，实质上就是要实现高校与中学的“对接”，这也是合作办学的必然要求。若能长期坚持，专业老师

必定教学经验丰富，在实践教学工作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２．３　加大投入
一是人财物的投入。人的投入，就是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财的投入，就是经费的投入，必须更新

观念，使该专业的投入与理工专业基本持平，对其完成教学环节的活动予以经费的保障。物的投入，就

是设备采购、教室、实验室和图书资料等应合理配置，归根结底，还是经费的投入。俗话说：“理工科专

业需要实验室，文科专业需要资料室。”这话当然有道理，但不够全面，时代的进步，全面提升学生素质

的要求，办好文科专业也需要实验室，就思政专业而言，就需要普通话实训（语音）、数据分析和情景模

拟等实验室。而且，还必须安排专项经费让学生定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二是精力的投入。就是思想

上应高度重视，学校领导应定期召开有关实践教学专题会议，具体研究对策，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与问题。

２．４　完善考评机制，规范实践教学环节
对教师既评课堂教学，又评实践教学。要给中青年老师制定政策，如每５年必须到中学挂职锻炼１

年，每３年必须担任１次教育实习带队教师，带学生到中学实习半年，否则，不得晋升高一级的职称。而
对教师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也应有评价的标准，可以从教师的态度２０％（是否主动、起主导作用）、指
导的数量２０％（６～８篇）和质量６０％（重复率３０％以下、选题好、观点新、格式规范）等方面进行量化。

对学生严格把关，在学生毕业论文方面，制定量化标准，如选题（研究新颖性）占２０％，内容（论文综
述１０％，论据１５％，论证１５％，结论、方法１０％）占５０％，形式（参考文献１０％，结构清晰１０％，论文答辩
１０％）占３０％［３］。尤其对教育见习与实习环节，要常抓不懈，高校应进一步完善教育见习实习的规章制

度，决不能因学生参加各种社会考试而放松要求，决不能“放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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