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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Building an integrated educational community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cross primary,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among teachers, is key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 By forming expert teams, establishing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promoting 
the coherence of curriculum content, driving innovation and reform in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ing 
incentive mechanisms, the barriers between different educational stages can be effectively broken down. 
Findings – This not only promotes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and exchange of experiences among teacher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vid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nurturing builders and reliable successors for the socialist cause. 
Research Implications – The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mo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PE) teachers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can enhance teaching quality, promote 
the consistency and coherence of curriculum content, and drive innovation and reform in teaching methods. 
This mechanism also helps to strengthe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rough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 positive educational ecosystem can be 
established, creating a better environment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eywords: Integration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Teacher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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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小学、中学、大学循序渐进地开设思政课、上好
思政课，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胡承波，2024）。构建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其核心精髓在于“合”字，即通过深度“合作”汇聚强大“合力”，以破解当前
建设中的瓶颈与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并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李天一，202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
调研时指出：“鼓励各地高校积极开展与中小学思政课共建，共同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张彩云，2023）。在此背景下，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交流机制，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具体举措，
对于加速教育强国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1.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协作交流的重要性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协作交流能够打破各学段间的壁垒，促进教学内容与方法上的衔接与创新，
确保学生在不同教育阶段都能接受到连贯、系统的思政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思政课作为塑造学
生正确三观与培养高尚品德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贯穿于大中小学各教育阶段。通过加强大中小学思
政课教师之间的紧密协作与深入交流，不仅能够确保教学内容的连贯性和系统性，有效避免教学上的
重复与脱节，为学生构建一个无缝衔接的知识体系，进而全面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均衡发展。同时，
促进了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教学经验的交流以及教学方法的相互借鉴与创新，有助于教师群体不断
更新教学理念，优化教学手段，从而显著提升思政课的教学质量，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奠定坚实基础。
更重要的是，这种跨学段的协作交流为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注入了强大动力，鼓励教师们共同探索符
合时代要求、贴近学生实际的教学改革路径，推动形成既具地方特色又彰显学校个性的思政课教学模式，
为思政课教学效果的持续提升开辟了新的道路。

2.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协作交流的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协作交流逐渐受到重视。一些地区和
学校开始尝试建立思政课教师协作交流平台，通过“一省一策”“一委一品”等活动，以及“手拉手”
集体备课、“同课异构”等教学交流研讨活动的常态化开展，各学段思政课教师之间的协同育人机制
初步形成。同时，一些地方还建立了思政课教师资源库，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如宜昌市还搭建
了思政课教师协作交流平台，通过举办教学研讨会、教学观摩活动等形式，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此外，宜昌市还命名党史学习教育基地 29 处，为大中小学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些措
施有效推动了宜昌市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协作交流和教学改革创新工作。

思政课作为培养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课程，在大中小学各阶段均占据重要地位。
但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还存在不足，当前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存在缺乏统一交流平台、教学
衔接不畅等问题，影响思政课教学的效果。因此，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协作交流机制，成为提升
思政课教学质量、实现育人目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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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协作交流机制及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综合策略

1. 组建专家团队，加强指导引领

成立由思政课专家、优秀教师和教研员组成的专家团队，对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协作交流进行研
究和指导。专家团队应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确定协作交流的目标、任务和计划，为协作交流提供理论
支持和实践指导。一是搭建活动平台，促进交流互动。通过定期举办教学研讨会，邀请大中小学思政
课教师共同探讨教学问题、交流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研讨会可以围绕某一教学主题或教学难点展开，
通过专家讲座、经验分享、案例研讨等形式，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二是开展教学观摩活动。
组织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进行教学观摩活动，通过实地听课、评课等方式，了解不同学段思政课的教
学特点和教学方法，促进教学经验的共享和交流。三是建立网络交流平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建立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网络交流平台，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和在线交流。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
布教学心得、教学资源、教学案例等，促进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

2. 大中小学思政课加强教学衔接，实现连贯发展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应协同合作，共同研究并制定一套连贯且系统的教学目标体系，明确各阶段
的教学重点、难点与目标，同时根据这些目标和学生特性优化教学内容，确保各学段间既衔接紧密又
各有侧重，避免重复与脱节。此外，教师间应加强教学方法的交流与借鉴，探索并采用如案例教学、
情境教学及讨论式教学等多元化教学手段，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

3. 推动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提升教学质量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应加大教学研究力度，针对教学难点与热点问题开展深入探索，并通过撰写
论文、申报课题等途径，促进研究成果的有效转化与应用。同时，鼓励教师创新教学模式，如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以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此外，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组织学生
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不仅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还着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
会责任感。

4. 完善激励机制，提高教师参与度

为了激发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协作交流热情，应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对表现突出的教师
进行表彰和奖励。同时，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培训活动，提升其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并引入先进的教
学理念和方法。此外，将协作交流情况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作为教师职称评定和评优评先的参考，
以此激励教师更加积极地参与协作交流活动。

5. 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综合策略

为了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应建立协作交流制度，明确目标、内容、方式和责任主体，并设立专
项资金保障活动开展。同时，构建协同备课机制，鼓励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共同参与备课活动，利用
网络技术搭建集体备课平台实现资源共享。此外，实施联合教研活动，组织教师共同研究教学难点和
热点问题，鼓励跨学段、跨学科的教学研究项目，以促进思政课教学的连贯性、系统性和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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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化思政课教学改革与创新，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建立校企合作、校地合作机制，为学生提
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红色教育基地考察等机会，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悟理论知识的力量，
增强思政课的实践性和感染力。同时，引入社会热点案例和现实问题，通过案例分析、辩论赛等形式，
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培养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此外，还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开发智能化教学辅助系统，实
现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教学效果即时反馈等功能，以科技赋能思政课，提升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同时，建立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体系，采用多元化评价方式，包括学生评价、同行评价、专家评审等，
定期进行教学反思与总结，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思政课教学质量持续提升。

III. 强化教师培训交流，利用社会资源平台共推思政课教学改革策略

全面提升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定期开展针对性的培训活动，涵盖教学理念、方法
及技能，并强化协作交流意识。同时，鼓励教师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拓宽视野。此外，建立科学合
理的激励机制，表彰协作交流中的优秀教师，并将其表现纳入考核评价体系，以激发积极性。各级教
育部门和学校应高度重视，通过多种形式营造良好氛围，鼓励教师建立长期协作关系，形成稳定团队，
共同推动思政课教学的改革与发展。

1. 融合社会资源与实践，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

为了增强思政课的感染力和实效性，应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等社会资源，为思政课
教师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和实践案例，并通过组织学生参观学习、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等形式加以应用。
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将思政课教学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以提升教师
的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2. 构建实践与教学平台，促进思政课教师协作与质量提升

为了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与育人效果，需建立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和体验中心，为教师提供将理
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平台，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同时，鼓励教师利用网络平台和信息
技术手段，如在线调研、虚拟实验等，突破实践教学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提高教学效果和覆盖面。此外，
还需构建思政课教师协作交流平台，完善协作交流机制，强化保障措施，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实践
平台，以推动思政课教师间的有效协作与交流。

3. 构建领导机构与科学规划，推进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为确保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应首先由教育主管部门或依托高校马克思主义学
院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全面指导和管理相关工作（聂
庆艳，2021）。依据教育部等权威机构的指导文件，科学规划思政课教师队伍的专业发展一体化工作，
包括教师配备、准入、退出制度及培养培训方案（逄奉辉，2020）。同时，加大思政教育专业人才培
养力度，完善专题培训和实践锻炼制度，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水平，确保一
体化建设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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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三项举措，共促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

为了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应实施以下具体措施。首先，推进网络协同备课常态化，建立具有本
地特色的网络平台，鼓励思政课教师在线上进行集体备课，实现备课数据与资源的共享，提升备课效
率与质量；其次，搭建协作互通平台，通过定期组织线上或线下研讨会、工作坊等活动，畅通各学段
思政课教师之间的交流渠道，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学术研究及教学研讨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再者，
推动学校间跨学段共建思政课，鼓励每所学校至少与一所跨学段学校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共享优质教
学资源、开展联合教学活动等形式，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提升思政课的教学效果。

IV. 完善评价与激励体系，多维度施策构建思政课教师协作交流机制

为了提升思政课教学科研的质量与育人实效，应制定与之相匹配的教师评价标准，特别强调课堂
教学质量和育人效果。同时，建立一体化的思政课教师评聘体系，且中、高级职称评审比例不低于教
师平均水平（魏锡政，2020）。此外，还需实施激励措施，如可设立思政课教师岗位津贴并纳入绩效
工资管理，完善表彰奖励体系以向思政课教师倾斜，并积极推进各级思政课名师工作室的建设。

1. 明确责任分工与定期交流会议

为确保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协作交流机制的有效运行，各参与单位需明确自身的责任分工。确定
协作交流的具体目标、任务以及各方应承担的职责，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负责人和执行者。同时，
定期组织协作交流会议。这些会议不仅为教师们提供了一个总结经验、分享教学成果的平台，还是研
讨解决方案、解决教学难题的重要契机。

2. 强化监督检查与确保措施执行

教育主管部门在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协作交流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确保协作机制各项
措施得以切实执行，教育主管部门将强化监督检查力度。这包括对协作交流活动的组织、实施情况进
行定期评估，对教师的教学质量、教学成果进行量化考核，以及对协作交流机制的运行效果进行总体
评价。通过强化监督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解决协作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各项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为思政课教师协作交流机制的稳定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3. 多维度综合施策与形成强大合力

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协作交流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维度综合施策。这包括组织
保障、科学规划、教师培养、平台搭建、评价激励及实施策略等方面。组织保障是确保协作机制有序
运行的基础；科学规划则为协作机制的长远发展提供指导；教师培养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平台搭
建为教师们提供了交流互动的空间；评价激励则能够激发教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施策略则是将
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的具体手段。通过多维度综合施策，可以形成强大合力，共同推动思政课教学质量
与教师专业素养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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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结论

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协作交流机制，是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达成育人目标的关键举措。通
过组建权威专家团队、搭建高效活动平台、强化教学衔接、推动教学改革创新以及完善激励机制等多
维度措施，能够有力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深度协作与教学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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