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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情境教学法概念的分析,总结了大学思政课«概论»中运用情境教学法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分析了情

境教学法的作用,指出了运用情境教学法应该注意的问题.从而不断推动大学教学方法的革新和教学效

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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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中明确

指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

标就是要形成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树立对国

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培养爱国主义

情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以下简称«概论»)是大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之一,是一种将知识性与情感性融为一体的学科.
所以,教师在讲授这门课程时,应避免填鸭式的知识

灌输,要创设一种与所讲知识点相一致的情境与气

氛,以引起学生的共鸣,从而达到在情境中学习知识,
在知识的升华中陶冶情操.

一、情境教学法的概念

情境是教师通过精心设计所创设出来的一些具

体场景,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在情境中得到一定态

度体验,从而让学生理解教材,达到情感上的认同.
依据创设情境的手段分类,可以将其分为实体的情

境、模拟的情境和语言的情境.“情境教学法”是指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的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

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

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材并

获取知识或技能,使学生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

法[１].情境教学法具有形真、情切、意远、理蕴四大特

点,在培养学生情感、启迪思维、展开想象、开发潜力

等方面有独到之处[２].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最早在教育学意义上提出

了“情境”一词,他认为在思维的开始阶段,必须有实

际的经验情境.他在«我们怎样思维»一书中,进一步

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创设各种情境,有利于引起人

们的好奇心,引导人们去反省思维.杜威指出,情境

是指有意识的教育,就是选择特别的环境,这种选择

所根据的材料和方法都特别能朝着令人满意的方向

来促进生长[3].１９８９年英国著名学者布朗(JS

Brown)提出了“情境性学习”的概念,他认为:“在非

概念水平上,活动和感知比概念具有更为重要的、认
识论意义上的优越性,所以,人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

力放在活动和感知上”[4].在西方大学的通识教育课

程中,不少学者也把情境教学法用于相关课程的教

学,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哈佛大学著名的学者桑德

尔给学生讲授«公正»课,其中就有一些知识点运用了

情境教学.例如,他关于«电车难题»的情境设置,就
是为了引出关于公正的两种观点,这种情境极大地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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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了学生的听课热情.本文着眼于课堂教学的实际,
以大学生思政课堂为实施的主体场所,探索如何在具

体操作上把情境教学法更好地用于«概论»课堂,为活

跃课堂氛围激发学生思维提供教学方法上的支持.
二、«概论»课运用情境教学法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在«概论»课中运用情境教学法,要结合这门课程

的性质和相关的知识点分布,并依据教学大纲、教学

目的等前期规划,对此进行统筹设计.具体来说,可
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和方式在«概论»课中运用情境

教学法.
第一,以“参与观察”体验情境.以参与观察体验

情境就是让学生参观红色教育基地、教育实践基地等

方式进行.«概论»课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加强对大

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如果只是在课堂上空洞地讲述

什么是爱国主义,如何树立爱国主义理想等等,那么

起到的效果就十分有限.我们可以把爱国主义的教

育寓于特定的现实情境中,让他们结合现实的情境去

体会课堂的知识点.例如,在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理

论时,我们可以带领学生去一些红色教育基地,让他

们在结合实物的感知中,体会中国革命的光荣与伟

大,感受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真正是为广大人民群众

服务的.通过实物的观察也能够坚定他们的信仰,对
课堂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第二,用“艺术作品”创设情境.有些时候由于人

力物力的限制,我们很难做到以参与观察的形式体验

情境.另外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就是用艺术作品的形

式创设情境,这可能也是我们比较常用的方法.相比

较主动参与体验情境,用艺术作品创设情境更有感染

力,因为艺术作品更有美感和动感.用艺术作品创设

情境主要是让学生观看电影、纪录片、图画、照片等.
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特别是革命题材和社会主义改

革建设的一些的艺术作品,他们不仅有知识性而且有

很强的情感性.让学生观看这样的艺术作品能够唤

起他们内心的情感体验,还能让他们对照影片和现

实,思考将来如何去做.例如,在讲授全面从严治党

这个知识点时,笔者就让学生在课余空闲时间观看中

央台热播的«永远在路上»这个纪录片.很多学生表

示,腐败分子完全背离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严重败坏了党内的风气,损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

的声望.这让同学们从情感上更加认同了党中央的

方针政策.
第三,以“设计表演”体会情境.如果说以上两种

情境创设的方式学生主要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体验,
那么设计表演这种方式则是发挥学生主动性的一个

情境运用途径.它要求学生要参与到情境创设的过

程中来,通过自己设计表演情境来巩固知识.这也是

比较难的一种运用情境模式,但是也最能够考查学生

对知识点的掌握和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具体来说,
设计表演就是让学生通过辩论赛、话剧表演、模拟会

议等方式,让他们在表演中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在这样一个生生互动的教学情境中,以学生为本,课
堂由教师的“一言堂”变成了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

“群言堂”[5].例如,在讲授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时,笔者就组织学生进行小规模的模拟联合国大会,
让他们理解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是什么,我们的国际

战略应该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变与不

变.事实表明,这样的设计表演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和对知识点的运用,锻炼了他们的实践能力.通过以

往教学实践的总结归纳,下面用图表的方式呈现«概
论»(２０１５版)课中可以运用情境教学法的相关知识

点.具体如表１.

表１　情境教学法的相关知识点

«概论»课相关知识点 所属章节 情境创设 创设情境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 第二章第三节 “参与观察” 图片、电影、红色教育基地

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第三章第二节 “实物演示” PPT演示相关实物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第四章第一节 “艺术作品” 图片、纪实电影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六章第三节 “实物演示” PPT演示相关实物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第七章第一节 “艺术作品” 纪实电影、图画、照片

全面依法治国 第八章第二节 “设计表演” 模拟法庭、模拟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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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概论»课相关知识点 所属章节 情境创设 创设情境内容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第八章第五节 “实物演示” 电影、图片、照片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 第九章第二节 “艺术作品” 电影、图片、台湾同学发言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第十章第二节 “设计表演” 模拟国际会议

　　三、情境教学法在«概论»课中的作用分析

第一,能激发学生情感,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情

境教学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同学

们在特定的情境中学习,这就避免了单纯的知识灌

输,让他们根据情境联想知识,利用知识增进对情境

的理解.例如,在讲授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时,我
们可以适当播放一些受污染的地方的实际情况,然后

让同学们思考我国的生态环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通过强烈的视觉刺激,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情感,
引导他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此基础

上,老师可以继续让同学们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有效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动态

平衡.师生之间的互动,也让同学们更加理解了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6]的论断.
第二,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

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大学阶段的教育不同于中小

学,中小学很大程度上只要能够记住知识就可以了,
因为在这个阶段他们需要广泛储备知识.大学阶段

则需要把以前储备的知识运用到现实中去,一方面是

为了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锻炼自

己的思维能力.而在大学思政课中运用情境教学法

就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灵活

运用知识的能力.一方面,情境教学法设计了适应知

识点学习的教学背景,把课堂的抽象概念和具体的实

物结合起来,给学生以视觉上的刺激.这就很容易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他们会针对具体的实物展开疑

问和思考.另一方面,通过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在老

师的引导下他们也更容易把所学知识运用到现实生

活中去.例如,在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

时,通过展示实物和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就能够调动

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的积极性.他们就会思考为什

么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取得革命的胜利? 在今天的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应该学习革命先烈的什么精神?
这种精神在我们新时期大学生中应该如何继续弘扬?
这一连串的思考不仅调动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而且

把知识点提高到现实的高度,用以激励现实.
第三,能促进学生团队合作意识的提升.情境教

学法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设计表演”来体

会情境,在这种途径下要求学生提前对所学知识有一

定程度的理解,同时在对知识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团队

合作来设计一定的表演形式,如话剧表演、模拟会议、
听证会等.师生共同参与、交互作用与影响,并有着

虚拟角色的互相转换,学生不再是单一的被动的学习

者,既是演员,又是导演[7].这是一个团体的活动,不
是单个人能够完成的,所以,同学们在设计表演的时

候就需要相互配合、群策群力,发挥集体的力量.例

如,在讲授全面依法治国这个知识点时,笔者就曾组

织学生以模拟法庭的形式来加深对依法治国的理解,
通过事前和同学们的沟通以及同学们在课外时间的

充分准备,模拟法庭审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一方

面加深了他们对依法治国必要性的认识,同时也加深

了他们对一些法律内容的了解.模拟法庭还专门请

来了法律老师和学生作为顾问,这充分表明了学生的

团队合作意识,比课堂上老师单纯的知识讲授更能扩

大学生的知识面.
四、«概论»课运用情境教学法应注意的问题

«概论»课的内容特点和课程性质决定了在教学

中使用情境教学法十分必要,在有些知识点的学习中

如果运用得当,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并不

是所有的知识点都可以用情境教学法来讲授,有些方

法在具体的知识点讲授上可能会起到比情境教学法

更好的作用.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

经验,以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完成教学任务.在«概论»
课中运用情境教学法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事项.

第一,要注意创设情境的目的性.不管设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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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情境,首先都要符合教学内容,最终目标都是为

了促进思政理论课的教学[8].但是不同的知识点性

质决定了情境创设的目的性也是不同的.有些知识

点属于记忆性的,这时我们创设情境的目的主要是为

了加强对知识点内容的记忆.有些知识点属于激发

情感性的,这时我们创设情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渲染

气氛、激发学生情感.还有一些知识点属于实践性

的,这时我们创设情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能够将来把

所学知识运用于社会做准备.所以我们在创设情境

的过程中区分不同目的性还是十分必要的,它也是与

我们的知识类型紧密相连的,有区别地创设情境能够

加深对知识的学习和理解.
第二,选择情境材料要注意科学性.教学情境的

创设需要一定的情境材料,情境材料选择是否科学、
是否具有针对性对情境的创设有重要的影响,进而影

响教学效果.选择情境材料要注意科学性,就是说选

择的情境材料一方面是正确的、真实的,而不是错误

的、虚假的材料.另一方面是说选择的情境材料能够

支撑知识点的学习,也就是要有针对性,针对性不强

或者没有针对性的情境材料应该果断剔除.在教学

过程中,有些老师在选择情境材料的时候在网络上随

便下载一些电影、图画,而不去考证材料的真伪.甚

至有些老师为了迎合某些同学的趣味,捏造甚至拼造

虚假的材料,以博取同学们的眼球,这些都是我们在

选择情境材料时应该坚决抵制的行为.只有选择科

学的情境材料,才能在教学过程中传播正能量,坚决

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真正把大学思政课的品质

特征呈现出来.
第三,选择情境材料要注意时代性.由于«概论»

课的教学内容横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重大时期,所
以我们在选择情境材料的时候应该注意时代性.具

体来说就是把知识点的时代性和情境材料的时代性

结合起来,用一个时代的材料反映一个时代的特点.
在学习革命时期的知识点时,我们应该采用革命时期

的材料,因为情境材料是当时的反映,是当时历史留

下的痕迹,这样的材料更能触动学生的心灵.在建设

和改革时期,我们就应该用该时代的情境材料来加深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等知识点的学

习,这样的材料更能激发学生的热情.只有在选择情

境材料时注意时代性,才能用历史的逻辑的辩证的观

点看问题,否则只会陷入形而上学.
大学思政课承担着知识传承和文化传承的任务,

对当代大学生理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过去、现在、未
来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它通过知识的传授来感染

大学生的心灵,通过心灵的潜移默化来影响他们的行

动.«概论»课作为大学思政课中的重要课程,教师应

该积极探索多种教学方法,从知识、信仰、行动方面给

学生呈现出这门课的魅力.情境教学法由于具有知

识性和情感性相结合的特点,所以也越来越多地运用

在大学思政课的教学中,并且取得了良好的课堂效

果.它通过参与观察、艺术作品、设计表演等途径和

方式把知识点呈现在特定的情境中,从而有利于激发

学生的情感、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提升他们的团

队合作能力.我们在运用情境教学法的时候应该注

意情境创设的目的性、科学性、时代性等,这样才能让

所构建的情境发挥更大更有效的作用,不断推动教学

方法的革新和教学效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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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analyzingtheconceptofsituationalteachingmethod,thepapersummarizesthemainways
and meansofapplying situationalteaching methodinthe universityideologicaland politicalcourse
IntroductiontoMaoZedongThoughtandtheTheoreticalSystem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Besides,itanalyzesthefunctionofsituationalteachingmethod,andthenpointsouttheproblemsthatshould
bepaidattentiontobyusingthismethod,aimingtopromotetheinnovationofteachingmethodsandthe
teaching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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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perspectiveofreform andinnovation,thispaperanalyzestheadvantagesand
disadvantagesofseveralbasicformsofreservationexamination,anddrawstheconclusionthatthecinema
reservationisthemostadvancedmodethatiscompatiblewiththeconceptofopeneducation．Inviewofthe
statusquoandexistingproblemsofthereservationexaminationreform,wehavesortedoutthekeytasks
thatneedtobestrengthenedinthefuture:tofurtherexpandthescopeofthereservationexamination,while
strengtheningtraining;toimprovetheitem bankbuilding;toincreaseinvestmentineducation;andto
improvethesystemofreservationexaminationandestablishasoundsystem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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