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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素姗 徐保军 杨超杰 杨永利 邓鹏  

张俊峰 杜谆 裴庚辛 经理 李博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明确

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并强调

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原则。在 2021

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 “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

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教育部 2018 年发布的《新时代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科〔2018〕2 号）中明

确规定，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并规定实

践学分为 2 学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简称概论

课）主要讲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核心课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根植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的生动实践中，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因此，“社会”是概论课必需的

没有围墙的大课堂。实践教学的初衷就是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用好

社会大课堂，引导学生深入丰富生动的社会现实，在亲身实践中深化

认识、内化品格，通过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达到教学目的。 

然而，目前包括概论课在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还存在

诸多问题，主要有： 

第一，实践基地缺乏。各高校实践教学往往未建立固定的实践基

地，即使有，也数量较少、类型不全，尚未形成体系。实践教学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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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往往局限于校园及其周边，甚至主要依赖网络，实践教学深入社会

不够，造成“有实践远社会”的问题。 

第二，实践教学规范不足。实践教学往往有学生活动方案，却无

教师指导教案，教学随意性较大，有些校外实践教学甚至成了旅游观

光，造成了实践教学“有活动缺指导”的问题。 

第三，实践教学协同性不够，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两张皮，没有

内在融为一体，造成了实践教学“有教学少理论”的问题，不能及时

“画龙点睛”，将学生在实践中的感性体悟上升到理论认识，不能与

理论教学形成育人合力。 

一、按照“章章有基地”目标，建立实践基地体系 

 问题就是改革方向。在深入调研中，发现缺乏实践基地是制约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升水平的重要症结。因此，学院确定了以

建立覆盖全课程的实践基地体系为改革的突破口。 

1.确定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联结点 

    团队多次召开集体备课会，逐章分析教学重点，再进一步分析重

点中适合开展实践教学的要点，从而确定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联结

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是概论课教学内容的重点，又

直接来自于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包括

天津在内的中国大地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就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生动的教科书。因此，课程组确定了“全

面覆盖 重点突出”的原则，实践基地建设重点突出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部分。 

2.按图索骥，开辟实践基地 

按照确定的每章实践教学主题，发动全院乃至全校师生力量寻找

实践基地线索，确定预选实践基地名单。在此基础上，通过充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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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确定最终实践基地的名单。 

在实践中，探索、确定了建设实践基地的基本原则：第一，典型

性，选择能够支撑教学主题的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单位、机构，建

立实践教学基地；第二，可行性，从实践基地能够接受学生实践，可

长期合作，并且能够正式签约角度建立实践教学基地；第三，操作性，

学生在实践基地不仅可以看、听、说，最好可以动手操作；第四，安

全性，学生赴实践基地交通便利，在实践基地的活动安全性高。 

学院最终与 13 个基地正式签约、挂牌，与 4 个基地确立了明确

合作关系，共开辟了 17 个实践基地。实践基地类型多样，包括了党

政机关 3 个、企业 3 个、农村 2 个、学校研究院 2 个、纪念馆博物馆

7 个。实践基地主题覆盖了概论课全部 14 个章节。实践教学体系与

教材体系各章一一对应，保证了在教学的任何一章都有实践基地支

撑。 

 

 

 

 

 

 

 

 

 

部分实践基地挂牌照片（其他见附件） 

二、按照“实践课堂化”要求，创建实践创新课 

课程组深度挖掘实践基地内涵，在每一个实践基地上创建一堂实

践创新课，共建成了 14 堂实践创新课，即保证课程每一章有一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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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创新课，又重点突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部分。 

1.确立主讲教师 

课程组依据概论课教师研究特长进行合理分工，保证每一堂实践

创新课有专人负责开发。负责人具体负责对实践基地进行详细调研，

挖掘实践基地教学资源，设计实践教学环节。同时，每一堂实践创新

科的负责人就是本堂课的主讲教师，责任到人，使实践创新课的建设

有了师资力量保证。 

2.撰写实践创新课大纲、方案 

主讲教师在深入实践基地多次调研的基础上，深度挖掘实践教学

基地素材，进一步细化教学目的，设计教学流程，确定实践创新课初

步方案。在此基础上撰写概论课实践创新课大纲。大纲明确规定了实

践创新课的目标、原则、主要内容和考核方式等。其中，“课程主要

内容”部分为大纲重点，规范了每一堂实践创新课的教学主题、教学

目的、教学设计和作业安排等。 

以大纲为根据，课程负责人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下，进一步

撰写实践教学方案。每一方案不仅包括依托的实践基地简介、原理简

介、实践创新课内容，更包含实践创新课详案。其中，详案具体设计

了包括实践教学活动开场、各实践教学环节、实践作业安排以及教师

提问、讲解、总结内容，覆盖了实践创新课全部环节、全部过程。实

践创新课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案，为规范实践创新课提供了基本依据和

保障。（实践创新课大纲（2.8 万字）、方案（8.3 万字）见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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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新课大纲、方案封面 

三、按照“人人有参与”原则，组织实施实践创新课 

在实践创新课具体实施中破解了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保证全过程

学生安全，这是活动是否能够开展的底线、红线；二是如何保证学生

人人都能参与实践创新课，扩大受众面。 

1.建立全方位学生安全保障机制 

首先，开展课前培训。在每一次实践创新课之前，要求教师都要

进行课前培训，重点进行安全、纪律方面的教育。第二，选择资格老、

信用好的运输公司，为每一位参加实践创新课的师生购买人身保险，

保障交通安全。第三，设立安全导师。除主讲教师负责学生安全外，

设置专门的安全导师，一般由学生所在学院辅导员等担任，全程跟随

实践创新课，随时监督、提示学生安全，遇突发情况，随时沟通处理，

加强安全管理力量。三年多的实践中，未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证明了

上述措施的有效性。学生安全保障机制的建立，使改革没有因安全问

题因噎废食，保证了实践创新课改革的持续推进。 

2.探索“直接参与+间接参与”模式 

学生如果同时现场参与全部实践创新课，则实践教学学时远远超

过了课程规定的 8 学时。在此基础上，课程探索了“直接参与+间接

参与”模式。首先，保证每一位学生能现场直接参与一堂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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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每一堂实践创新课结束后，及时在各个班级开展成果汇报，学生

们通过观看、聆听成果汇报，间接参与实践创新课。这一模式，解决

了学生多与课时少的矛盾，保证每位学生都能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实践

创新课中。 

 名   称 章节 

1 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实践创新课 第一章 

2 平津战役纪念馆实践创新课 第二章 

3 天津纺织博物馆实践创新课 第三章 

4 海鸥表博物馆实践创新课 第四章 

5 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实践创新课 第五章 

6 蓟县毛家峪实践创新课 第六章 

7 天津工业大学绿色校园实践创新课 第七章 

8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思政教育实践基地实践创新课（一） 第八章 

9 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展览馆实践创新课 第九章 

10 中汽（天津）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实践创新课 第十章 

11 天津兴宁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实践创新课 第十章 

12 天津市精武产业技术研究院实践创新课 第十章 

13 天津农耕文化博物馆实践创新课 第十章 

14 天津天同养老院实践创新课 第十章 

15 天津宝坻人民法院实践创新课 第十一章 

16 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实践创新课 第十二章 

17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思政教育实践基地实践创新课（二） 第十三章 

18 天津市西营门街党群红色街区实践创新课 第十四章 

                      实践创新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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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实践创新课教学照片（其他见附件） 

四、实践创新课的特点 

第一，基地教材化。紧扣教材内容选取具有典型性的企业、事业、

行政单位建设实践基地。围绕教学主题和目的，充分发掘实践基地内

涵，将实践基地作为“活教材”建设，激活理论。 

第二，实践课堂化。课程的实践教学不同于大学生一般的社会实

践活动，而是作为课堂，建设“行走的课堂”。要求教师要明确教学

目的，围绕教学目的，科学设计实践教学流程。学生参与的一个个活

动如珍珠，各自有侧重点，老师如丝线，在各个活动前引题、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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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题、活动后点题，把一个个“珍珠”串起来，项链式课堂组织方式

使整个实践活动丰而不散、活而不乱。 

第三，活动多样化。在实践教学课的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学

生主体的积极性。学生在实践基地不仅能听、看而且能动手做，深度

参与到实践教学活动中。比如我们建设了天津天同养老院实践基地、

天津宁河农耕文化博物馆基地。在天同养老院，学生可以和老人们一

起练书法、包饺子、做游戏，陪老师老人们聊天。农耕文化博物馆专

门为学生们开辟了一亩地，学生可以春种秋播，在劳动中感受农耕文

化。根据不同基地的特点，设计多种活动引导学生在看、听、说、做、

感、悟中深化理论认识、升华情感信仰。同时，学生还可以在实践基

地长期做志愿服务等工作。 

第四，教学系统化。实践创新课作为实践教学环节，与课堂教学、

网络教学联动推进。教师课堂教学提问题，学生实践教学亲自找答案。

学生实践教学切身感悟，上升为课堂教学鲜活案例，实现课堂教学与

实践教学的交织融合，推动课堂教学积极回应社会热点问题和学生关

注问题，提升针对性。实践教学成果通过网络展播，提升课程受益面、

影响力。 

第五，建设项目化。鼓励教师以实践基地为依托，进行深度调查，

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研究。以科学研究提升实践创新课的水

平；以实践创新课的建设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天津农耕文化博物馆、

天津兴宁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教师调研课题的联系点。 

第六，推进协同化。实践创新课的建设形成了基于“大思政”平

台、分工协助的实施体系。首先，基地开辟的协同联动。基于学校与

西青区的共建关系，建设了西营门街党群红色街区等实践基地；纺织

学院帮助联系了天津纺织博物馆；计算机学院帮助联系了精武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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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实践基地等。目前，各学院依托各自的专业实习基地推荐的实践

创新课基地已列入建设计划中。其次，课程实施的协同联动。由马克

思主义学院牵头，教务处负责学生实践创新课请假事宜，学工部、学

生辅导员负责带队和管理组织学生，同时，聘请基地联系人为实践创

新课兼职指导教师，负责基地具体活动安排和讲解。课程建设探索形

成的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搭建了学校和社会“三全育人”新平台，保

证了基地拓展的可持续性和实践实施的可行性、规范性。 

总体上，探索形成了“课本+基地”“课堂+实践”“教学+研究”

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新模式，极大提升了课程实践教学质量。 

五、实践创新课的宣传、推广 

按照“边建设边实施边完善”的思路，本教学成果于 2018 年 9

月开始建设，2019 年初正式在天津工业大学本科“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运行，目前已运行 3 年多。 

本教学成果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依托本教学成果，2020 年

概论课成功获批天津市级一流社会实践课程。2019 年 10 月市委领导

同志来我校随堂旁听思想政治理论课并与师生交流过程中，听取了学

院关于实践创新课的汇报，一致给予肯定，并指示要加大建设力度。 

按照“立足天津市、辐射京津冀、覆盖全中国”的思路，依托京

津冀工业大学协同创新联盟、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等平

台，通过课题研究、理论总结、会议交流、媒体报道等多种途径，积

极完善、推广本教学成果。 

其中重点有： 

第一，2019 年 12 月 13 日，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现场会在天津召开。我校被确定为分会场之一。20 多所高校党

委书记、校长作为与会代表观摩了我校在中汽公司基地的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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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 

 

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现场会实践创新课现场照 

第二， 2019 年天津市以《思政课实践教学创新探索》获批教育

部“一省一策思政课”集体行动项目后，确定我校成为两所牵头高校

之一。 

第三，2019 年我校教师在东北大学举办的辽宁省高校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暨

“概论”课骨干教师培训会上，做了关于我校实践教学改革的主题报

告。 

第四，天津市各级各类媒体对实践创新课进行了多次报道。天津

卫视天津新闻等电视栏目、《天津日报》、《天津教育报》《天津工

人报》等报刊对实践创新课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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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年天津市线下、线上线下混合式、 

社会实践一流本科建设课程名单 

（天津工业大学） 

 

序号 学校 课程名称 负责人 课程类型 

1 天津工业大学 纺纱原理 王建坤 
线上线下混合

式一流课程 

2 天津工业大学 针织学 李  津 线下一流课程 

3 天津工业大学 工作室创作 李  铁 
社会实践一流

课程 

4 天津工业大学 化纤工艺学 张兴祥 线下一流课程 

5 天津工业大学 液压与气压传动 杜玉红 
线上线下混合

式一流课程 

6 天津工业大学 创业营销 姚  飞 
线上线下混合

式一流课程 

7 天津工业大学 管理学原理 齐庆祝 线下一流课程 

8 天津工业大学 电路理论 王金海 
线上线下混合

式一流课程 

9 天津工业大学 新媒体导论 王  熙 
线上线下混合

式一流课程 

10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非物质文化 

遗产赏析 
尹艳冰 

线上线下混合

式一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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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天津工业大学 电力电子技术 王  巍 线下一流课程 

12 天津工业大学 有机化学 臧洪俊 线下一流课程 

13 天津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 杨世明 线下一流课程 

14 天津工业大学 电气传动控制系统 蔡  燕 线下一流课程 

15 天津工业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顾洪英 

社会实践一流

课程 

16 天津工业大学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李春青 
线上线下混合

式一流课程 

17 天津工业大学 工程制图 杨素君 线下一流课程 

18 天津工业大学 物理化学 王  兵 线下一流课程 

19 天津工业大学 织物结构与设计 荆妙蕾 线下一流课程 

20 天津工业大学 高等数学 黄东卫 
线上线下混合

式一流课程 

21 天津工业大学 膜分离技术 崔振宇 线下一流课程 

22 天津工业大学 化工原理 刘秀军 
线上线下混合

式一流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