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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艺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
四维应用探析

———基于互动课堂模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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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应与时代呼应，站在学生主体视角，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理论的主动性。借鉴

“以空为实、以无胜有”的“留白”艺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关于教师主导课堂

和学生主体性发挥的统一性要求，给学生留下更多的思考和对话空间，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启发性教学和隐性教

育。通过建立导入“留白”、话语“留白”、情感“留白”和实践“留白”的四维“留白”系统，配合应用互动式课堂教学

手段，让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充满活力和乐趣，实现师生课堂平等对话，在“留白”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

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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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曰:“虚室生白，吉祥止止。”［1］意为空的房

间才能显出明亮，好事也随之连连不断。中国绘画、
书法结合“虚室生白”理念生成了“留白”艺术，讲究

“留白不空，留白不白”，在黑白相映、虚实交融间呈

现空灵之美，为艺术审美创造了遐思的奇趣空间。
“留白”艺术在教学中就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唤醒其沉睡的学习意志，在交流和互动中实现合

作学习，达到思想启发和情感融通的目标。习近平

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

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2］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要正 本 溯 源 传 递 正 确 理 论，教 学 内 容 要“守

正”; 同时在新时代要有新活力，教学要有新突破，

面对思想多元化的“00 后”大学生，更要凸显“创

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让政治说教和理论灌输更

有艺术性、趣味性，使学生主动学习、乐于接受思想

政治理论课所传递的主流意识形态，提高教学的互

动性，增强教学的实效性是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改革需要攻克的难点。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新时代要真正成为引领思

想、融通情感、贴近生活的课程，必须让学生从被动

“填鸭式”教学中解放出来，一味地满堂灌只会让学

生产生疲倦、消化不良，要让学生成为主动学习、乐
于思考、敢于表达的教学主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在教学设计中要灵活借鉴“留白”艺术，给学生留

下积极思考、自主学习和讨论交流的时间，让知识有

内化和融会贯通的空间。“留白”对课堂时空维度

的拓展可以让课堂内容更加丰富，互动活力更强。
思想政治理论课信仰传递、理论阐释和思想灌输的

教学目标可以在无形中达成，真善美的种子在学生

的心中自然扎根萌发。
课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地，在教学改革中

课堂改革首当其冲。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占据课

堂全部时间，往往不愿浪费一分一秒甚至占用课间

休息，希望通过满堂灌将理论的整体面貌呈现给学

生，结果多是事与愿违，学生在教师的满堂灌中产生

了疲倦情绪，抬头率大大降低。改变这一尴尬局面

首先要转变教学理念: 理论的讲授是思想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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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重要一环，但非全部，让学生有效融入、主动思

考、交流互动才是课程的真正灵魂所在。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特点更要求教师不断探索教学新方法，转

变课堂氛围，让僵硬的理论课堂焕发生命活力。按

照发挥学生主体性的要求，课堂改革要通过“互动”
实现学生对知识的有效内化吸收，而“留白”可以让

学生自主学习、探讨交流、产生共鸣，让思想政治理

论课少了枯燥冷清的刻板印象，充满人间烟火的

“人情味”，体现课程对情感体验和思维成长的关

注，使学生在“留白”中找到自己在课堂中的位置，

获得学习的兴趣和信心。
“留白”艺术在时间维度上要让学生留有思考

和交流的余量，在空间维度上体现为互动交流和课

下延伸学习和实践活动，从而扩展课程与学生的接

触面，让思想政治理论课像盐一样有效融入，学生积

极主动去汲取。互动课堂理念可以将“留白”艺术

发挥得很好，这种互动不是简单地把课堂时间留给

学生，而是带有目的性地、有组织地把问题和评价留

给学生去探索和创新。在互动课堂中，教师可以巡

视观察学生的自学和讨论过程，及时把控学生对知

识的认知和掌握程度。课堂“留白”可以有效地凸

显课堂教学的问题意识，让学生学有所思，有针对性

地展开探究和讨论。这时，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好奇

和欲望被充分激发，教师将话语权威让渡给学生，不

言之教胜于有声，最终达成知情意的高度统一和融

合，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本质得到切

实体现。

一、导入留白: 激发主动学习的求
知欲

知识的学习是从不完美趋于完美的补足过程，

备课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找到学生现有知识的短缺

点、空白点，使其在空白中激发求知欲。导入部分是

最适合调动起学生学习热情的环节，心理学中所谓

“蔡格尼克效应”( Zeigamik Effect) 在“留白”课堂中

的应用就是保持学生求知的不满足感，让知识在

“未完成”中自然铺展开来［3］。在课堂教学中，学生

的学习欲望和好奇心需要这种“未完成”心理的推

动，课堂导入在介绍背景知识的同时，一定要设计问

题、留下知识空白，给学生思考和探求的空间，从而

使学生持续关注学习过程。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

体地位必须给予确认和保护，教师要学会适时退出，

“师退学进”是在导入部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

确保实现学生主体地位的关键一步。导入“留白”

不是老师知识导入不完整，不是削弱教师主导地位，

而是以退为进，“以白映黑”，实现教师在课堂中调

度、引导的导演角色。“教”要为“学”作引领、作铺

垫，教学导入内容不必面面俱到，教师在其中扮演引

路人的角色，导入的“留白”就是要让学生在问题引

导下敢于自我学习和理解，并形成创新和独立思考

的意识。
导入部分在课堂中发挥着思想铺垫和承上启下

的重要作用，在教学中可以灵活设计，根据学生思维

和知识特点，设计好“开场白”和知识“空白点”。例

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中，讲到

“联系与发展”问题时，第一步，通过“蝴蝶效应”的

导入激发学生对“联系”的兴趣，根据教材定义让学

生对“联系”与“发展”进行感性体验和理性归纳; 第

二步，教师要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注意对联系和发展

的特性、实质的把握; 第三步，学生自主探讨交流，结

合教材和讨论形成对“联系与发展”的进一步理解;

第四步，组织学生在课堂上发言，表达思想，并播放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等视频材料，引导

学生将对“联系与发展”的理论理解与对现实世界

的真实感知联系起来，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

“联系与发展”问题内化为学生观察认知世界的方

法。在“形势与政策”课关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学中，导入部分要

在介绍会议背景的同时设置问题，让学生主动探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和优势，通过新中国

的建设成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分析和中

西方不同制度下的社会发展等现实案例引导学生思

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现。这样的启发

式教学比直白的讲授更能够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总之，导入留白是增强学生问题意识的教学开场方

式，教师把实践总结与理论探究的工作留给学生自

主完成，将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起来，并将探索的过

程贯穿课堂始终，对于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刻板、沉
闷的氛围，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具有重要作用。
学生在导入思考中意识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人，对知

识的追求、问题的表达和情感的融通都是可以通过

自己完成的。

二、话语留白: 无声之教回味无穷

“留白”是画笔未到之处与着墨之处的交相辉

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留白”要恰到好处，在适当

的时机不说，留给学生时间去品味和思索，往往能达

到“无中生有”的玄妙效果。苏霍姆林斯基说: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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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教师往往只是微微打开一扇通向一望无际知

识原野的窗子。当学生们开始意识到那一扇窗户背

后有着那么多美丽的风景，有着那么多的诱惑的时

候，即使你不做要求，他们也会尝试着去推开窗户，

去自己摸索和尝试。”［4］学生的关注度和兴奋点是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把控的要点，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课堂互动中，选择恰当的时点把某些知识有

意识地留下不讲，给学生暂时性的知识留白，会使学

生迫不及待地到广阔的知识海洋中去寻找，去发现。
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中讲授“马

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时，通过介绍习近平总书记

在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和新中国

成立 70 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取得成

就，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的理解会在

鲜活的资料中自然生成、不言自明。这种留白的设

计并不是对于知识的“舍弃”，而是一种“欲擒故纵”
的手法。可以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让他们分组发

言，汇聚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对马克思主义应用及价

值的所见所感。这样能够活跃课堂气氛，加强师生

情感共鸣，锻炼学生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增强学生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在课堂讨论活动中，要贯

彻全国教育大会“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创

新思维”［5］的育人理念，开放课堂话语空间，激发学

生探究和发言的活力。
新时代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铸魂育人的宗旨，打造有思想、有灵魂的课堂氛

围。在教师的引领下，在确保“守正”的前提下，给

予学生充分的讨论空间，启迪学生创新的思维。从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发展趋势来看，增强探究

性和互动性，提升亲近感是普遍的做法。不论是讨

论式课堂、翻转课堂、对分课堂，抑或是访谈式教学，

每一种不同的模式都聚焦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能力的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广泛开展的“讨论

式—小组化”的互动教学策略可以进一步细化深

入，针对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因材施教。如在讲述

“大国工匠”和“工匠精神”时，针对工科的学生可以

结合学科特点在职业理想教育中加入相关内容，进

行价值引领; 针对环境和生态学专业的学生教学时

可以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全面深入的介绍; 针

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布置作业，搜集并分

析鉴赏毛泽东诗词，使专业积累与思想政治教育效

果共融。话语“留白”弥补了以前思想政治理论课

课堂中学生无法彰显主动性的缺憾，尤其是将理论

与时政热点相结合，能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交流

辩论的能力，学生在课堂中得到了充分的思想洗礼

和能力锻炼，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和参与都达

到新高度。

三、情感留白: 寄情于无言

留白不空，以白胜黑，这就是留白的真正意境所

在。在无言中触发情感，让思维的空间尽情释放。
恩格斯把思维称为“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古人

云:“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新时代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要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使学生在设疑、互动、交
流中擦出思维的火花。互动课堂的可贵之处在于让

平铺直叙变得生动有趣，学生变被动的听者为主动

的思考者，这样才有可能产生思维灵感并进而在探

索中创新。没有疑问和情感的课程是空洞的，学生

只有在认知上有冲突和困惑，才能在教师的指导下

去突破，形成更高层次的思想和情感认同，在课堂结

尾处留下恰当的“空白地带”，学生的思考将会加

深，情感的融通和体验进一步加强。通常师生的情

感交流在教师评语中体现，如“你回答得很全面”
“你的看法基本正确”等，但这样的评语是不深刻和

浮于表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评价方式可以创新

样式，通过讨论让观点在课堂中激荡，或者留白不做

评价，把交流融通的过程交给学生自发完成。例如

在“形势与政策”课关于扶贫攻坚内容教学中，在情

感目标上重在让学生理解扶贫工作的成效，坚持共

同富裕的理想，可以在课程结尾处引入案例的展示

或学生亲身经历和体会的讨论，这样恰当的“休止

符”可以在课下形成更长久的回音，促成情感教育

目标的达成。
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情感要求体现在家国

情怀、人民立场、青年担当和使命意识等方面。习近

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

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情怀一定要深，要将点滴理

论融入“大情怀”之中。教师不能满足于将知识传

递给学生，每节课的结束要做到“曲终情不散”。例

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导论中讲授马

克思的生平、理论创作的过程和代表性著作时，要将

马克思主义信仰贯穿在其中，引导学生在问题导入

中回答“我们为什么学习马克思”“马克思为什么是

对的”，让深厚的经典知识活化为激发学生情感的

催化剂，通过历史和现实的呼应，让学生理解马克思

主义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性和逻辑

性，在学生心中形成“我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和

“我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情感态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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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培养学生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厚

谊，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教学中展现人

民群众在历史创造和社会变革中的光辉形象，讲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七年知青岁月熔铸的人民情

怀。新时代的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和群

众路线会形成深刻的情感认同，对人民群众、对劳动

的尊敬与热爱于无声处塑造着他们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在讲授“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时要将

人类美好正义的理想追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

实性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国家的前途，

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是当代中国青年必须和必

将承担的重任。”［6］通过让学生讨论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人的寄语和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可以使学生自觉将青春韶

华之远大追求融入民族复兴的时代理想之中，爱国

之情与砥砺之志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情感留白中激

荡回响。

四、实践留白: 行是知之成

“天下之事，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见者不如

居者知之为尽。”新时代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应是“行

走的课堂”，教学要落脚于践行，实践课是将课堂延

伸至生活现场的过程，理论学习会在身体力行的实

践教学中得到巩固和升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不是“导游”和“游客”的关系，而

是通过教师有针对性地引领和介绍拓宽和加深学生

的认知和理解。在实践教学中运用“留白”艺术，既

可以让学生在与实物实景的交互中验证课堂所学，

又可以提升和锻炼学生的发散思维和表达能力。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各地可以

就地取材，结合不同专业和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努

力实现“行胜于言”“实践出真知”的教学效果。例

如，在革命博物馆、烈士陵园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介

绍和故事启发，让学生体会革命志士的英勇无畏精

神和革命信仰坚定之忠诚品格，反衬出今日美好生

活来之不易，激发学生对社会主义道路和革命文化

的自信; 在历史博物馆和传统文化纪念馆，留给学生

更多自我体验和分组解说的空间，使学生亲身体验

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使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自觉生成。
实践“留白”在校园之外开辟了新的教育渠道，

引导学生思索现实问题，更契合新时代大学生个性

化和创新意识的培养要求。实践中，需要激励学生

从现实出发，从自我做起，对知识贯通、修养品行起

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这样，教师的权威和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认可度在“留白”中不降反升。当学

生通过不言之教获得启发后，对教师的尊敬和对学

科的喜爱会逐步加深，从而增进实践体验和课程知

识的有效融合，促进师生教学相长。
总之，“留白”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中

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选择恰当的时机才能更好地

发挥其作用。在导入部分的开场白留出知识“未完

成”的空间，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的话语留白，可让学生在探讨中巩固知识，提升

主动性; 在课堂结尾处要做到“休而不止”，为知识

的课外发散提供可能性; 在实践教学中适度留白，能

够培养学生观察、思考和领悟的能力，为坚定信仰、
升华思想留下更多的体验性空间。思想政治理论课

互动课堂打开了一扇师生共进互动的窗户，在具体

的应用中可以不断地总结优秀经验，进而提高效率。
思想政治理论课“留白”艺术的四维应用尊重了学

生的主体性，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增强了课程的思想

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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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of the Unity Principle of Constructiveness and
Criticalit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Xiaorong，WANG Yue
(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Linfen 041004，China)

Abstract: The unity of constructiveness and criticality is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
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building of ide-
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ositively transmit mainstream ideology，promote socialist
core values，and actively spread social positive energy． At the same time，it is the educational critic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riticize erroneous thoughts and views，respond to hot and difficult is-
sues in social development，and correct the deviation of students' thinking and behavi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
ry courses is the unification of constructiveness and criticality of law and purpose．

Key words: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nstru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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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ur-dimensional Application of "Intended Blanking"
in Ar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Based on interactive classroom model in th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

XU Yuqi
( School of Marxism，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 230036，China)

Abstrac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should correspond with the times and stimulate
students' initiative in learning political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 subjectivity． To implement Xi Jinping' s re-
quirement initiated at the discussion with teachers for unifying teachers' leading role in class and students' subjectivity by
learning from the art of " leaving blank for reality for better effect" means leaving more room for students to think and ex-
press their opinions so as to realize heuristic teaching and implicit educ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By way of
establishing a four-dimensional " intended blanking" system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the discourse，the emotional and
the practical " intended blanking"，and combi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ve classroom teaching means，the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teaching can be filled with vitality and fun，thus to realize the equal dialogu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and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nature，affinity and pertinenc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 in the " intended blanking" ．

Key words: being rational and innovative; intended blanking; reform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teractive teaching

53

王晓荣等: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原则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