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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几点思考

王德军
(国防科技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

湖南 长沙 41 田74

〔摘 要」 本文认为
,

在新形势下
,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
,

要提高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地位

的认识
,

要深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的理解
,

要转变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理念
,

要树立系统的思

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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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总书记在全国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

全面阐述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

紧迫性以及指导思想
、

主要任

务
、

基本原则
、

组织领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

对增

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也提出了明确

要求
。

认真学习领会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

对加强

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教学质量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
。

一
、

要进一步提高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地位的认识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培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

确保党和

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
,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教学质量
,

对实现这一 战略任务具有直接 的影响
。

从政治上
、

全局上和战略上深刻认识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地位作用
,

才能增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质量的主动性和 自觉性
。

1
.

解决认识视角问题
。

要认清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事关党和 国家长治久安
、

中华民族前途命

运
。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是党
、

国家和军队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

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敌对势力争夺大学

生的主阵地
、

主课堂
、

主渠道 ; 是造就政治坚定
、

知识丰富
、

能力胜任
、

作风优良的党政干部和高素

质新型军事人才
,

从思 想根基上巩固党的执政地

位
,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源头工程 ; 对确保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
、

后继有人
,

确保我军
“

打

得赢
、

不变质
”

具有强基固本的作用
。

2
.

解决教学位置 问题
。

要认清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要摆在各项教学的首位
。

高校要坚持社会主

义大学性质
,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

必须坚持育人为本
、

德育为先

的原则
,

把大学生 的思想政治素质作为首要素质
,

“

使大学生能够与时代同步伐
、

与祖 国同命运
、

与

人 民齐奋斗
” 。

军校学员在总体上是大学生群体中

的先进分子
,

思想政治素质的要求应该更高
,

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地位也更为重要
。

3
.

解决工作角 色问题
。

要认清思想政治理论

课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

作用
。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

以理想信念教育

为核心
,

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
,

以思想道德建设

为基础
,

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 目标
。

完成这些任务

有多种途径
,

但课堂教学具有主渠道作用
,

教学的

质量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

政治理论

课教员责任重大
、

使命光荣
。

二
、

要进一步深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任务的理解

贯彻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

提高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质量
,

必须深刻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的任务
,

着眼教学任务
,

提高教学质量
。

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的基本任务简单地说
,

就是推进邓小平

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进人教材
、

进 人课

堂
、

进人学员思想
,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

信念 ; 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意识 ; 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
,

立志献身国防
、

建

功立业 ; 成为有理想
、

有道德
、

有文化
、

有纪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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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军体全面发展的人民军队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

班人
。

理解这个基本任务有必要理清三个关系
:

一是要理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政治工作的

关系
。

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性质上讲
,

是党在

军队院校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军队的政治工

作又是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

是构成

军队战斗力的重要 因素
,

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和军队履行职能的根本保证
,

是我军的生命线
。

因

此
,

政治理论课教学必 须把坚持党性原则放在首

位
,

自觉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
、

基本路线
、

基本纲

领和基本经验
,

确保党从政治上牢牢掌握军队
。

二是要理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思想政治建

设的关系
。

从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使命上讲
,

是实现

院校思想政治建设
“

保方向
、

出人才
”

根本任务 的

重要途径
。

做到这一点
,

就必须确保马克思主义牢

固占领院校教育阵地
,

把用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

表
”

重要思想武装学员头脑作为教学的中心内容
,

紧紧围绕党的理论武装工作来展开
,

围绕军队的使

命任务来进行
。

三是要理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思想政治教

育的关系
。

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功能上讲
,

是

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

这就要求政治

理论课教学必须坚持贴近实际
、

贴近部队
、

贴近学

员
,

围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

着力解决好世界

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的问题
,

引导学员坚定理想信

念
,

强化军魂意识
,

立志献身国防
、

建功立业
。

务的途径
,

解决学员的思想问题才是 目的
。

课堂教

学只能由解决问题来牵引
,

而不能以传授知识来牵

引
。

一些教学从概念到概念
,

脱离学员的思想
,

原

因就在于坚持以知识传授为教学理念
。

实现教学理

念的转变
,

可以引导教员
,

自觉地 了解和分析学员

的思想
,

自觉地运用知识回答和解决学员关注的问

题
,

增强教学的针对性
,

实效性
。

三要把以掌握理论为目标转到以全面发展为目

标
。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
,

也要遵循科学

发展观
,

不仅引导学员掌握科学理论
,

更要坚持以

人为本
、

教书与育人 的统一
,

坚持思想道德素质
、

科学文化素质
、

身心健康素质的协调发展
。

综合发

挥课堂教学在培养学员做事和做人
、

掌握理论和提

高创新能力
、

发展智力和人格因素等方面全面发展

的作用
。

三
、

要进一步转变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

教学的理念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有许多环节要

抓
,

从当前情况看
,

解决课堂教学质量是主要 矛

盾
,

要从转变教学理念人手
,

牵动其他工作的展

开
。

一要把以课程内容为 中心转到以当代马克思主

义最新成果为中心
。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个由多门

课程组成的教学体系
。

要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

本任务
,

各门课程都要发挥作用
,

但各门课程不能

以自我为中心
,

都要紧紧围绕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

代表
”

重要思想
,

反映党的最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

新成果这个中心来展开
,

这样才能围绕教学任务形

成合力
。

二要把以传授知识为牵引转到以解决问题为牵

引
。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质量最终体现在学员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上
。

教学过程中

传输知识
,

打牢基本理论的根底
,

只是实现教学任

四
、

要进一步树立系统的思想政治理论

教育教学观念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
,

解决质

量问题
,

需要整体的优化
。

要培育
“

大课堂
”

的任务观
。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是思想教育的主渠道
、

主课堂
、

主阵地
,

但并

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员的使命仅仅在课堂上
。

为了学员的全面发展
,

要有
“

大课堂
”

的思想
,

树

立课上课下都有育人责任的任务观
,

自觉地拓展教

学工作领域 ; 衡量一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员的工作

绩效
,

也要考虑这种特殊性
,

全面客观地建立评价

标准
,

激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员更有效地履行职
三 1 二

夕飞
。

要激发
“

大教育
”

的责任观
。

在对学员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中
,

不仅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发挥作用
,

各门课程也都有育人的功能
,

所有教员都有育人的

责任
,

学员队干部也是育人的老师
。

要树立
“

大教

育
“

的意识
,

把思想教育融入到各门课程中去
,

落

实到所有教员的肩上
,

发挥好队干部的作用
。

要形成
“

大投人
”

的费效观
。

提高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质量
,

涉及到学科建设
、

课程建设
、

队伍

建设
、

条件建设
、

环境建设等多方面工作的综合配

套建设
,

需要较多的投人
。

从费效比上看
,

尽管产

出的是
“

软成果
” ,

但是从政治上
、

全局上
、

战略

上认识问题
,

投人的社会效益
、

长远效益是无法估

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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