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2024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典型项目成果简介 

 
项目名称：研学基地实践融入思政课教学研究 

单位名称：湖南城市学院 

项目主持人：刘卓 

团队成员：夏建文 何军新 王 皓 王阳华 

 

一、项目研究背景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 2019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阐述了办好思政课的重大意义，深入分析了教师的关键角色和

重要作用，指出了思政课创新改革方向，为我们下一阶段办好思政课

提供了重要遵循。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

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要坚持“八个统一”，其中坚

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是本项目的思路来源。 

主持人所在的湖南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五门思政课均在理

论课时学习基础上开启了实践教学“五微”模式(微视频,微照片,微

宣讲,微故事,微剧场)（已运行 10 个学期）。目前这一教学改革举措，

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和同行的一致好评，并深受学生喜爱，增

加了学生思政课程的参与感和获得感。这对于把研学基地实践融入思



政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学们可以把研学基地实践与“五微”模

式实践教学结合起来，既可以丰富实践活动的形式，也能更好地提升

思政课的育人效果。 

学校目前已有的教育研学基地有现代农业嘉年华、紫薇村、厂窖

惨案纪念馆等，能为试点研学基地实践融入思政课教学提供场地。 

二、研究目标、任务和主要思路 

（一）项目研究目标和任务 

1.研学基地实践融入思政课教学，旨在构建一个知识传授与实践

参与相结合的显性隐性教育兼顾的新教育模式。 

2.聚焦提升思政课程教学效果。针对以往学生课堂反映的思政课

程兴趣不高，参与不够，知识获得渠道太单一等问题，提出切实可行

的改革方案，回应学生关切、紧跟时代节奏，带领学生深入参与到思

政课程中来，使思政课学有所得，学生乐在其中。 

3.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通过一个个有鲜明主题

的研学基地把思政课程中的知识点生动的展现给学生，让学生在切实

的实践体验学习中，结合自身的专业引发和专业相连的问题，从而达

成各个专业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 

（二）主要思路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1.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结合大势所趋，如

何在现有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思维中保持理论和实践的平衡？2.如何

结合所在地已有的地方特色和基地资源挖掘更贴切更形象的思政元

素用于思政教学，并与湖湘文化的弘扬相得益彰。 



三、主要工作举措 

研学基地实践就是要实现思政课教学模式的思维转变。要提高思

政课程的参与率，保证其立德树人的教学效果，就是要学会倾听学生

的诉求，提升授课教师自身的政治敏感性，挖掘各个研学基地中的思

政元素。而思政课教学工作作为立德树人的主渠道，要继续深入挖掘

新时代社会发展中的时事热点，把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和重点难点讲清

讲透。研学基地实践和思政课堂教学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真

正实现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有机统一，才能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为社

会发展培养更全面更合格的人才。 

（一）研学基地实践教学：发挥隐性教育的渗透性 

1.努力找准定位、聚焦热点，增强基地研学魅力。研学基地是开

展研学活动的重要载体，引导并鼓励学校、研学基地等依托自身条件，

依据地方标准，积极研发高品质、特色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学

课程，促进教育的效能提升。以自然生态、农业发展为主的研学点为

益阳市现代农业嘉年华；以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的研学点有周立波故

居、胡林翼故居等；以红色教育为主的研学点有厂窖惨案旧址、丰堆

仑革命旧址等；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的研学点为紫薇村、皇家湖等地。 

2.强化研学课程特色化开发，提升研学基地实践的科学性和趣味

性。研学基地的实践学习课程要根据思政课主题和地方特色开发高品

质、特色化的研学课程。一是地方人文特色课程。结合省情市情，宣

扬本地优秀的文化，培育广大学子热爱家乡的情怀；二是爱国主义教

育课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引导学生在红色基地直观感受历史和



党史，培养爱党爱国情怀；三是实地操练课程。通过体验当地自然风

貌和民俗风情，学生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感知和人民情怀

等。 

3.着力延伸研学课程，检验课程实效和提升课程品质。课后评估

反馈，是评估教育项目成效的有效途径，也是后期课程提升的关键。

目前设想有三种方式来进行研学效果的检验：一是在研学基地实时开

展师生互动或请当地专家来为学生解惑答疑；二是回到课堂后的评价

反馈，就研学主题在课堂上联系书本知识来进行多形式的活动开展，

如PPT汇报、调研报告、问卷调查等方式；三是研学结束后的回访活

动。可整合学生意见优化研学基地相关课程，打造更加成熟的研学课

程体系。 

4.利用自身地理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化研学基地。除了现有的研

学基地，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思政敏锐性，利用周边地理资源，挖掘思

政元素，拓展研学基地的领域。社会主义传统文化方面，安化县小淹

镇的陶澍故里就具有挖掘研学素材和发展研学基地的天然优势；新民

主主义革命史方面，位于益阳市南县的厂窖惨案遗址是湖南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也是研学基地的可选项。 

（二）强化思政课程理论教学：推进显隐融合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青年人才培育和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

主渠道，推进研学基地实践的隐性教育是积极回应时代发展的新问

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弱化显性教育，要坚持显性教育弘扬主旋律甚

至还要进一步加强，坚持促进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之间的统一和功能



融合是高校思政课在新时代不断推向前进的实践必然。 

1.致力教育者教学方法创新，将隐性教育渗透到日常教学中。教

育者自身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方式对于思政课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学内

容的贯彻和教学效果的达成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自主探究式教学充

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发展为主的现代教育理念；开放式教

学体现了教师的知识传授不拘泥于课堂，探索课堂教学+户外实践+

线下平台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合作互助式教学充分体现了师生

之间、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教师学生主体的学习格局。以此彰

显隐性教育效度，增强显性教育的说服力。 

2.突出学生主体性，在教学活动中提高学生参与度。大学思政课

堂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台上老师侃侃而谈，台下学生昏昏欲睡。学生

对课程的兴趣缺乏且教学成效甚微，教师在传统的教学课堂设计上需

要巧妙创设各种环节，我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五微”模式就把一板

一眼的思政课融入了学生自拍、自导、自写、自演的微视频、微照片、

微宣讲、微故事、微剧场里。这与研学基地实践活动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 

3.坚守网络阵地，用主流舆论支撑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统一。

新时代的高校思政课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利用好课外网络互动平

台，跟进学生关注的热点和时事话题，运用科学的理论在复杂的舆情

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要旗帜鲜明地争取网络话语主动权，又在

答疑解惑中潜移默化地将主流舆论导向植根于学生的内心，真正达到

立德树人的教育目的。 



四、取得的工作成效 

根据项目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我们课题组制定了课题研究方案，即

在“五微”实践教学和已有的研学基地基础上，聚焦思政课程教学效

果，围绕学校周边已有的和可开发的基地资源，结合思政课专题教学

中不同类型的主题，把深入挖掘已有的研学基地中的思政元素和打造

多方向的研学基地相结合，丰富思政课程教学形式，并对各个研学基

地进行充分的思政教育设计与规划。通过文献学习、课堂理论、调查

反思，总结进步的科研思路，课题研究内容得到了全面落实，课题研

究的目的根本实现，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研学基地实践教学，带领学生进入周立波故居、胡林翼故

居、厂窖惨案旧址、丰堆仑革命旧址、紫薇村、皇家湖等地进行实地

教学，充分发挥益阳本地红色资源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作用。把思政

课堂搬到红色基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让思政课在“移动”中“活”

起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在潜移默化中发挥隐性教育的作用。 

2.开发特色的研学课程，提升研学基地实践的科学性和趣味性。

增强了学生的爱党爱国情怀，带领学生集体观看爱国主义的影视作

品。例如带领学生在影院观看《长津湖》，让同学们更加直观的感受

革命志士的感人事迹，在寓教于乐中引导同学们铭记光辉历史，传承

红色基因。根据思政课主题和地方特色开发高品质、特色化的研学课

程。结合省情市情，宣扬本地优秀的文化，培育广大学子热爱家乡的

情怀。 

3.开展自主探究式教学，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发展为主的现代



教育理念；探索课堂教学教学+户外实践+线下平台的“三位一体”教

学模式。教学课堂设计上巧妙创设各种环节，我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

“五微”模式就把一板一眼的思政课融入了学生自拍、自导、自写、

自演的微视频、微照片、微宣讲、微故事、微剧场里。 

4.在《中国高等教育》《教育教学》等期刊发表相关的学术文章，

交流学习教学方式方法，研究隐形教育与显性教育相结合、相平衡。

同时在学习强国、湖南教育新闻网等主流媒体上发布新闻稿，进行实

践成果展示。 

具体成果如下： 

教改论文 

1.刘卓《建立健全新发展阶段高校教学评价体系》，《中国高等教

育》，CSSCI,2022 年第 8 期，2022 年 4月。 

2.刘卓《研学基地实践融入思政课教学研究》，《教育教学》，一

般期刊，2021 年第 3 卷第 1期，2021年 1 月。 

相关新闻报道: 

1.湖南教育新闻网 2021 年 4月 21 日：湖南城市学院：让思政课

堂在“移动”中“活”起来。 

2.学习强国 2021 年 10 月 8 日：湖南城市学院：移动思政课堂搬

进电影院。 

五、特色和创新点 

（一）项目特色 

通过研学基地现场实践学习的方式，把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



起来，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统一起来，能够使参与的大学

生把书本上枯燥的铅字和基地生动的元素结合起来，有效提高思政课

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促进人才培养质量。 

(二)项目创新点 

1.思政课的内容与大学生的生活认知缺乏印证，难以产生共鸣。

把书本枯燥的理论转化为接地气的、大学生喜欢的表达方式，建立具

有新颖的，有亲和力的思政课教学体系。 

2.深入挖掘已有的研学基地中的“思政元素”并更好的进行思政

教育设计与规划。做好在研学过程中促进学生主动的了解和学习，最

终实现全方位、全员和全过程的“三全育人”目标？ 

3.对学校本地现挂牌的研学基地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利用学

校周边地理资源拓展研学基地范围，进而形成内容丰富、风格各异的

研学基地群，把思政教育和本土红色资源充分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