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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学校党委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定位为学校思政教育教学

基地、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基地、党员干部培训基地、发挥理

论优势服务社会的校社合作基地。马克思主义学院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改革创新的一系列指示精神，

突出艺术院校的特点，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将课堂教学与

课外实践、自主探究有机结合，努力开展校内外“行走的思

政课”，探索构建艺术院校特色的党建引领的大思政育人体

系，实现党支部建设与学院全面建设相融合，服务学校“大

思政”与服务社会相融合，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肯奋斗、

能吃苦的新时代高素质应用型艺术人才。

一、改革创新课堂教学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学，对思政课教学改革

创新做出一系列指示，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坚持“八个

统一”。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

讲深、讲透、讲活。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

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

展。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思政课改革创新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从艺术院校特色出

发，不断探索推动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

辽宁具有丰厚的历史资源和红色资源，我们与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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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六馆、金普新区湾里街道、中国人民解放军 91970

部队等 16 家单位签署了合作协议，建立了实践教学基地，

组织学生利用周末和假期参观体验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改

革开放成绩，利用实践教学周组织调研报告汇报，丰富、拓

展了思政课堂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了教学质

量。

学校从 2012 年开始，接续创排了“和平三部曲”，“青

春五部曲”，《辽宁之歌》《光荣·梦想》以及《一路芳华》

等十一部大剧。思政教师积极参与剧目科研，开展“排练场

和剧院的思政课”。我们把剧目作为案例引进课堂教学，让

学生在视听盛宴中接受灵魂的洗礼、思想的升华，结合不同

课程内容指导学生撰写参演感、观后感，提升思政课教学的

吸引力、感染力。

我们把教学中思考的问题提炼为教改课题，申报了《艺

术院校思政课程与剧目思政双驱动六融合大思政育人模式

构建》《艺术院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课”“五结合”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研究》《以融

入辽宁“六地”资源为依托的“资源沉浸式”思政课教学改

革与实践研究》《基于校街共建共享的高校政治理论课实践

教学模式研究》等课题，探索和推进思政课教学模式改革创

新。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获

批辽宁省一流课程，其他课程都是校级优秀课程。特别是依

托辽宁省、大连市丰厚历史资源和红色资源，依托学校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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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创排开设了具有显著的辽宁特色、大连特色、校本特色的

“党的创新理论与实践专题讲座”“四史教育系列之辽宁‘六

地’红色文化概论”两门必选课。

二、积极参与剧目思政

我们以原创剧目为载体，积极开展思政育人。充分利用

原创剧目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利用数十个专业、上千

名学生集中排练的难得机会，把剧目排演作为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的有效载体，通过对剧目内涵、精神、价值的理论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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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推动达成“演一次英雄，一辈子活出英雄气概”的剧目

思政育人效果。积极推进原创剧目“七进”（进课堂、进教

材、进头脑、进网络、进科研、进创作、进社团）工作，采

用“10 字”教学法（“教、讲、诵、评、感、演、展、赛、

研、传”等）探索思政课程艺术化。在党委书记王贤俊教授

的示范引领下，“上到排练场和剧场的思政课”成为学校的

品牌，得到了教育部领导、辽宁省教育厅领导的充分肯定。

“艺术院校‘双驱动三层次六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模式构建”获得 2022 年辽宁省教学成果三等奖。

三、大力开展服务学校“大思政”的“行走的思政课”

“大思政”是学校最为重要的办学育人理念。“大思政”

强调所有课程都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有育人职责，所有

课堂都是育人主渠道，所有工作都应该发挥育人作用。教育

目的的高阶性，教育对象的全覆盖，教育资源的广泛性，教

育手段的多样性，是“大思政”的核心特征。“大思政”强

调利用校内外各种力量，构建“大思政课堂”，让学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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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和成果增强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学院所有课程、所有教师，努力

贯彻落实“大思政”理念，积极参与学校的“大思政”活动。

特别是深入二级学院，面对面对师生宣讲党的重要会议精神、

党的最新的创新理论成果，帮助二级学院开展课程思政、党

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得到了师生的广泛好评。2023 年，在

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期间，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深入二级学院开展主题教

育讲座 15 场，其中包括“弘扬雷锋精神，为新时代明德育

人”“加强新时代党性修养，提高治校办学水平”“拥军共

建结硕果，思政育人谱新篇”“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

基”“学习邹芳芳，争做‘四有’好老师”“学习邹芳芳，

做思想理论战线的冲锋者”“增强胸怀天下思想，推进学校

的国际化办学”等，极大提升了学校主题教育的理论水平，

得到了学校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充分肯定。我们还利用学校的

追梦大道、九棵槐农耕园、校史馆开展校园“行走的思政课”，

打破了课程、课堂的局限，实现多课程融合，让学生深切感

受学校“明德精艺、崇实尚美，敢为人先、大爱担当，与时

俱进、守正创新”的精神品格，在学生心灵深处深深打下母

校的精神印记。2024 年 6 月 22 日，学校倾力打造的原创音

乐剧《一路芳华》在大连开发区大剧院首演后，马克思主义

学院迅速组织了邹芳芳先进事迹宣讲团，深入二级学院开展

宣讲活动 8 场，激发了老师们做邹芳芳式的“四有”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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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烈感情。

四、努力开展服务社会的“行走的思政课”

大连艺术学院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艺术院校。我们

秉承学校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从 2021 年开始，和大连市

金普新区湾里街道签署了共驻共建协议，组建了“红漾湾里”

讲师团，开展“行走的思政课”，为街道、社区、企业开展

党史党建宣讲教育服务。即使在疫情期间，活动也没有停止。

2021 年以来，共开展宣讲 88 场，其中包括“学习铭记百年

党史，奋力实现中国梦”“长征——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

命运的关键抉择”“抗美援朝——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可

歌可泣的东北抗联与抗联精神”“解读延安精神”“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的解读与思考”“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铁

血柔情夏明翰”“共和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孙家栋的家国情

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实现总书记为东北、辽宁、大连

擘画的宏伟蓝图而奋斗”等，极大地提高了学校和马院的声

誉，同时为学院的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青年教师有了近距离接触、了解、体会街道、社区、企业党

建、思想政治教育的机会。大连电视台、金普新区电视台、

宣讲单位的公众号进行了广泛的报道。通过“行走的思政课”，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行走的思政课”成为

学院的“品牌”。2022 年，以学院思政教师为主体的“红漾

湾里”讲师团获得大连市基层宣讲先进单位。2024 年 7 月，

湾里街道授予学院宣讲团“助力湾里发展特别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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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探索促进党支部建设与学院全面建设融合

学校党委把思政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研究制定

“大思政”育人体系工作标准，制作“大思政”考核评价操

作手册，进一步推进学校“大思政”工作的科学化、标准化、

规范化。按“大思政”育人体系要求，我们努力构建党建与

学院全面建设相融合的党支部建设模式。2019 年马克思主

义学院党支部获得辽宁省校园先锋示范岗称号，2022 年获

得辽宁省高校第三批党建样板支部培育建设单位，2023 年

获得辽宁省三八红旗集体称号、辽宁省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

范化示范点称号。2024 年获得辽宁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称

号。

马克思主义学院打造了一支优秀的思政教师队伍，其中

包括“把思政课上到生命终点”的优秀思政教师邹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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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至今，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省级党建、思政课

教学改革、社科基金思政专项等各类项目课题 10 余项，撰

写发表论文百余篇，获奖论文 20 余篇。在辽宁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大赛和辽宁省教师金课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5 项。在老教师“传帮带”下，

转岗教师和青年教师逐渐成为学院的骨干力量。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学院着力推进思政课程、课程思政、

剧目思政的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并取得显著成绩。新时代新

征程上，我们将遵循中国高等艺术教育规律和思政教育规律，

继续探索构建艺术院校特色的党建引领的“大思政”育人体

系，努力培养具有浓厚国家情怀、敢为人先、守正创新、担

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应用型艺术人才。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年 7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