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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 

 

课程名称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主讲内容 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成才（第一章第一节） 

（一）教 学 简 况（整体备课） 

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理想信念的含义与特征 

●能力目标：科学规划未来，不断确立新的理想信念的能力 

●情意目标：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 

●德育目标：培养理想信念坚定的大学生 

重点

难点 

重点：1.理想信念的含义与特征； 

2.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 

难点：消解学生的误区，引导学生自我反思,并确立自己的理想。 

 

教学

手段 
多媒体与板书配合 

教学

理念 

 

1.因人施教理念 

2.启发引导理念 

3.学以致用理念 

4.校园文化环境育人理念 

5艺术感染熏陶理念 

5.以情育人理念 

 

教法

学法 

教法：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讨论法、对比法、演示法； 

学法：听课法、记忆法、资料检索法、观察法、“读、品、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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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环节 

及 

时间 

分配 

教学环节 各环节的安排 所需时间 备  注 

组织教学 组织学生坐在前排，观察学生到课情况及状态  课堂是灵活、机动、变化的，

时间安排虽然不能精准把握，

但对各个环节用时多少要做

到心里有数，能够整体把控，

课堂传授才能游刃有余。 

课前调查 上堂课布置的课后思考题（交纸质版）  

新课导入 设问导入法 2分钟 

内容讲授 
一、理想信念的含义与特征 

二、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 
40分钟 

课堂小结 给学生一个整体感 1分钟 

布置作业 
设计课后思考题和课后阅读，要求下节课进行

思考反馈和阅读反馈 
2分钟 

教 

学 

流 

程 

图 

 

 

 

 

 

 

 

 

 

 

 

 

 

 

 

 

 

 

 

 

组织教学 

课前调查 

 

新课导入 

一、理想信念

的含义与特征 

一、理想信念

的重要意义 

课堂小结 

布置作业 布置课后思考题 

 

布置课后阅读 

 

教

学

内

容 

（1）用诗句、名人名言、图表等帮助学生记忆理

想和信念的特征； 

（2）学以致用：用所学知识分析梁启超的话是否

正确，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互动 2 分钟) 

（3）知识拓展：纠正学生认识上的误区 

（1）用视频、典故、诗歌、经典案例讲解

理想信念的作用； 

（2）将落脚点放在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

成才上； 

课前调查： 

（1）你有理想吗？ 

（2）理想是什么？ 

（3）你是否为你的理想付出了努力？ 

 

 
音频播放(37 秒)：诗歌赏析——用

于沙的诗引入新课 

（1）设计课后思考题的原则：确保每一道题

都能联系学生的实际，启发学生思考，并尽

量挖掘校园资源。 

（2）选取课后阅读素材的原则：确保素材是

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内容是学生喜欢的内

容，并尽量挖掘校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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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参考

资料 

 

1.祁金利：坚定理想信念才能精神上“不缺钙”——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体会之二十五； 

2.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聚焦：大学

生关注的思想理论问题》一书中“构建神圣的精神家园——如何看待大学生信仰问题”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08年版； 

3.中广网：《心中的长征：信念如山》； 

4.科技人生：种子传奇——袁隆平； 

5.公益广告：《用信念唤醒心中的英雄》； 

6.视频：大家看法 2010年 第 168期 直面“大一综合症”； 

（二）教 学 过 程（内容备课） 

教 学 环 节 
设计意图 

及内容说明 

 

组织教学 

    组织学生集中坐在前排 

 

 

课前调查 

（1）你有理想吗？                                                                                                   

（2）理想是什么？ 

（3）你是否为你的理想付出了努力？ 

新课导入    

【音频播放】诗歌朗诵——著名诗人于沙为理想的诗(时间:37 秒) 

有它，无它，不一样 

有它，像船儿有桨能泊滩，能斩浪 

无它，像一只花公鸡只知为觅食奔忙 

有它，即使天黑下来也看得见光亮 

无它，纵然在大白天眼前也一片迷茫 

它的名字——叫理想 

   【启发引导】那么，什么是理想呢？我们用什么来坚持我们的理想呢？ 

 

因为是大教室，学生

分散就坐影响教学

效果，这部分体现的

是教师的组织能力。 

 

（1）老师可以更了解学生，

在课堂上可以联系学生实

际，拉近师生关系，提高课

堂互动效果，引发学生自我

反思。 

（2）“因人施教理念”和

“启发引导理念”。 

 

体现的是这一节课

的素材 

（1）音频资料是

自己配音录制的。 

（2）体现“艺术

感染熏陶”理念。 

 

“启发引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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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回答】略 

   【教师总结及主要内容介绍】略 

    

内容讲授  

一、理想信念的含义与特征 

（一）理想的含义与特征 

1.理想的含义 

“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理想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有实现可能性的、对未来社

会和自身发展目标的向往与追求，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

集中体现。” 

【加深理解】理想包含着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它是人们的向往和追求，这是理

想的实质，是理想产生的根源。第二，有实现的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充分的依

据，这是理想的科学所在。理想如果离开了现存的社会基础，就变成了空想、幻想。

第三，它是人们对未来发展的形象化构想，这是理想的表现状态，主要体现在目标上，

缺乏奋斗目标，就变成了空想。 

2.理想的特征 

        （1）时代性和阶级性 

        理想带有时代的烙印，在阶级社会中，还必然带有特定阶级的烙印。 

流沙河在《理想》一文中写道：“饥饿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温饱的年代里，理

想是文明。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流沙河的诗句

反应的正是不同时代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向往和追求，说明理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阶级社会里，理想又受到一定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的制约。每一个人都是站在

一定的阶级立场上，用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社会，提出奋斗目标的。因而，

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理想。 

正如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所说的“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房中所想的不

同。”这充分地说明了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理想。 

    （2）现实性和超前性 

理想源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理想在现实中产生，但它不是对现状的简单描绘，

而是与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未来的现实，是人们的要求和期望的集中表达。 

    （3）多样性。理想源于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是多方面多类型的。因此，人的理

理论部分的

讲解要深入

浅出，让学生

有种豁然开

朗的感觉。 

理论部分的

讲解要深入

浅出，尽量使

内容不枯燥，

增加吸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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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也是多方面多类型的。 

理想的类型 

从时序上划分 长远理想和近期理想 

从主体上划分 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 

从内容上划分 社会政治理想、道德理想、职业理想和生活理想等 

     

 

    【互动教学】请同学回答自己理想的类型 

 

    （4）预见性 

理想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预见性。一方面，理想是人们一定社会实践的产

物，同时它又超越了今天的实践；另一方面，理想必须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

同时它又指明了进一步实践的方向。实践产生理想，理想指引实践，理想与实践的相

互作用推动着人们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在奋斗中追求，在追求中奋斗。 

（二）信念的含义与特征 

1.信念的含义 

信念与理想一样，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信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有

机统一体，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或事物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

的心理态度和精神状态。 

【加深理解】首先，信念以一定的认知为基础，但是这种认识可以是正确的，也可

以是错误的。即使是错误的认识，只要自己相信，就有信念确立。其次，信念以情感

为关键，受制于其稳定的情感认同。另外，信念以人的生命意志为保证。信念是认知、

情感和意志的统一。信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信念是人们追求理想目

标的强大动力，会使人们坚贞不渝、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2.信念的特征 

（1）稳定性。人们的某种信念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的改变了。因为人的信念形

成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积淀了一个人多年的人生经验，包含了社会

环境对个人的长期影响。当然，这不是说信念不可以改变，只有当长期反复实践和验

证，确认其错了时才会改变。信念改变不易，也从反面证明了信念的稳定性。 

（2）执着性。人们的认识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但从个人来说，谁

都认为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谁都持坚决相信的态度，这使信念带有极大的执着性。

（1）请同学们思

考自己理想的类

型。 

（2）图表更直观，

一目了然。 

此部分尽量

体现深度，使

内容不枯燥，

增加吸引性。 

此部分尽量

体现深度。 

为后面知识

的拓展部分

做铺垫。 

互动 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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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信念包含着“信”的成分，因为相信，才能“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因为相信，才能“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纵使世事怎么改变，我心不变”。所以，即使

杀了夏明翰，他也坚信还有后来人。 

（3）亲和性。俗话说“志同则道合，德同则相聚”就是信念亲和性的表现，如果

信念不同或相反，则可能导致人们之间关系的疏远或对立。 

（4）多样性。表现在不同时期信念不同，不同人信念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领

域有不同的信念。 

同一个人的不同信念之间常常具有内在联系。其中，高层次的信念决定着低层次

的信念，低层次的信念服从于高层次的信念；由于高层次的信念具有最大的统摄力，

因而它代表了一个人的基本社会信仰。信仰是信念最集中、最高层次的表现形式。 

【学以致用】梁启超说：“信仰是情感的产物，不是理智的产物。”请用所学知识分

析梁启超的话是否正确？ 

【学生回答】略 

【归纳总结】这句话太绝对了。可以说，对于信仰，情感也许起着更大的作用。一

种神圣的价值理想，之所以能够为人们想象出来并被人们信仰，首先是因为人们向往

它，爱它，甚至渴望它，希望它存在。但要保证人们所信仰的是真正的神圣价值，而

不是假冒伪劣，必须诉诸人的理性。人的理性即体现在认知的过程中，也体现在评价

的过程中。理性的评价要以理性的认知为基础。完全把信仰归结为非理性的，有可能

使信仰沦为盲目的迷信，从而使信仰误入歧途。真正的信仰经得起理性的怀疑，但迷

信却经不起理性的怀疑。 

【知识拓展】——如何认识现存世界上的某些信仰？ 

谈到信仰，大家就会想到宗教，的确，宗教属于信仰，但信仰不完全是宗教。在

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信仰，它们或中途消亡，或延续到今天。

在今天人类生活中的种种信仰中，影响大的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各大世界性宗教等。

应当承认，无论哪一种信仰，都是人类认识世界、探索意义、追求完美的精神产物，

都历史地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内容，体现了人类对真善美的渴望和追求，也都对人类生

活产生了或深或浅的影响。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真正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人生的

真理，指出了实现社会至善和人生完满的现实途径，在真正的终极层次上关注着人类

的根本命运和福祉。相反，当代的其他信仰都没有真正找到实现其理想的现实道路，

互动教学(互动

2分钟)：培养学

生的批判精神，

不迷信权威，让

学生学会自我

思考——体现

“学以致用理

念”。同时,消除

大多数学生内

心的困惑。 

 

举例说明，

加深理解。 

根据多年的授

课经验,知道大

多数学生内心

的困惑是什么，

这部分的安排

主要是消除学

生的疑问，让学

生正确地认识

现存世界上的

某些信仰。 

“以情育人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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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最终是虚幻的信仰。只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才是唯一科学的信仰。既然马克思主义

是唯一科学的信仰，那我们在信仰问题上的正确做法就是选择和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一般来说，信仰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对虚幻的世界、不切实际的观念、荒谬的理

论的盲目相信和狂热崇拜；另一种则来自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

识。后者就是我们所主张的信仰。 

（三）理想和信念的关系: 

在人的生命历程中，理想和信念总是如影随形，相互依存。理想是信念的根据和

前提，信念则是实现理想的重要保障。在很多情况下，理想亦是信念，信念亦是理想。

当理想作为信念时，它是指人们确信的一种观点和主张；当信念作为理想时，它是与

奋斗目标相联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 

二、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 

    【设问过渡】为什么人们总是爱把理想比喻成“隐形的翅膀”，理想信念对于我们

有什么作用呢？ 

（一） 指引人生的奋斗目标——有它无它不一样 

哈佛大学里流行的一句训言：“投资未来的人，是忠于现实的人。”这个训言有它

独特的历史典故。  

【典故】哈佛大学的一句训言：投资未来的人是忠于现实的人 

哈佛大学曾进行过这样一项跟踪调查，调查的对象是一群在智力、学历和环境等方

面条件差不多的年轻人。调查结果发现：27％的人没有目标；60％的人目标模糊；10％

的人有着清晰但比较短期的目标；其余 3％的人有着清晰而长远的目标。25 年后，哈

佛再次对这群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3％的人，25年间他们朝着一个方向不

懈努力，几乎都成为社会各界的成功人士，其中不乏行业领袖、社会精英；10％的人，

他们的短期目标不断地实现，成为各个领域中的专业人士，大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

60％的人，他们安稳地生活与工作，但都没有什么特别成绩，几乎都生活在社会的中

下层，事业平平；剩下 27％的人，他们的生活没有目标，过得很不如意，并且常常在

抱怨他人、抱怨社会、抱怨这个社会不肯给他们机会。 

【启发引导】大家看到的差距是在 25年之后体现出来的，可是，真的是时间将人

们分出了不同的层次吗？不是，是每个人心中的理想信念把人们分成了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理想信念，就有不同的人生规划，就有不同的心理体验，也就有了不一样的人

在课件上以

图表的形式

呈现 

“启发引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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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碌碌无为，或铸就辉煌。 

【自然过渡】理想不分大小，有理想信念的人，他的幸福感也强，而没有理想的

人就会迷茫和空虚。下面，是一个学生的真实告白。 

【视频播放】目标“空白”导致的迷茫与空虚（时间：2 分 30 秒） 

时至今日，入大学已两个月，可不知为什么，在我心灵深处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

空虚、难以忍受的无聊。为此，我先是找一位老乡诉说，他告诉我：“空虚总是难免

的”，当你空虚的时候，就到操场上拼命的跑步。当晚，我就照着去做了，而且跑了

再跑，直到累得瘫软在地上，可没等我坐起来还是感到空虚。我又去问一位师姐，她

告诉我，感到空虚就强迫自己使劲看书，我也照做了，可没等把书放下，心里还是感

到空虚无聊。 

【归纳总结】这位新同学的苦恼很典型，大学新生中也很普遍。这是为什么？原

因就在于大学新生的“目标空白”，为了驱赶空虚，即使“拼命跑步”、“使劲看书”

也无济于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没有理想，没有为自己确立一个奋斗目标，因此也

就不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可见,理想在人生坐标系中的位置非同小可，如果没有理想，

生活就会显得黯然失色，甚至人生也就会显得渺小可怜，生命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光泽。 

【诗歌欣赏】——汪国真 

人能走多远？这话不要问两脚而要问志向； 

人能攀多高？这事不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 

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树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

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一路风

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               

（二）理想信念提供前进动力——激发人的巨大潜能。 

【经典案例】 

这是一个发生在日本的真实故事。一天，一母亲上街购物，把 4岁的孩子单独留在

家中。购物返回，走到自家楼房的马路那边，突然发现儿子正爬在阳台上。在她看见儿

子的同时，儿子也惊喜地发现了她。她下意识地摆摆手示意儿子赶紧爬下阳台，离开

危险地段。可儿子却错误地理解她手势的意思，作一个拥抱的姿势向她扑来——儿子

一脚踩空，从 12层楼上跌了下来。“儿子——”在那一瞬间，一声杜娟啼血式的尖利

呼喊撕破人的耳膜。人们似乎都看见了她儿子所处的绝境，有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有

说出了大多数

人的状态，与

学 生 产 生 共

鸣。 

 

提高学生的文

学素养，体现的

是“艺术感染熏

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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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眼睁睁痴呆呆地看着她儿子象一只翻飞的燕子倒栽跟头跌下来，人们知道那个场面

惨不忍睹，个个都埋下了头。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闭上眼睛的一刹那，却有一

道黑色的旋风不顾一切地从他们跟前呼啸而过，穿过熙攘的人群，绕过川流的车辆，

飞越过一条十几米宽的马路，向她儿子坠落的地方冲去。等到人们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

她正跌坐在地，4岁的儿子在她怀里哇哇大哭，儿子安然无恙，她却脸色惨白。 

【案例分析】事后，人们作过一次次模拟实验：从 12 楼窗口扔下一个枕头，让最

优秀的消防运动员和世界短跑冠军从相同距离飞身来救，但试验了很多次，始终差得远。

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日本妈妈和我们都一样，就是一个普通人，可是她在

那一瞬间被激发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潜能。 

【研究结论】可见，我们每个人都有巨大的潜能，但人的潜能不守恒，若及时开

发是无穷的宝藏；若错失良机就会自行泯灭。研究证明：我们每个人充其量只发挥出

潜力的 10%，90%没有发挥出来……原因主要是许多人并未意识到自己还有这么大的潜

力，缺乏挖掘和发挥自己巨大潜力的主动性。 

【设问过渡】大学阶段，正是挖潜的最佳阶段，那么，如何才能发挥自己的“挖潜

主动性”呢？关键是要有一个奋斗目标，以此来激励我们勇往直前，奋斗不息！ 

（三）理想信念提高精神境界——使人伟大 

一个人的理想信念越崇高、越坚定，精神境界和人格就会越高尚。 

【经典案例】 

今年暑假我去参观了厦大，第二天去了解了建厦大的人陈嘉庚。陈嘉庚是著名的华

侨企业家，他坚信“国家之富强在实业”，艰辛创业，为大规模兴学办教奠定了坚实的

经济基础。在他 21岁时出资 2000 元建“集美惕斋学塾”，其捐资兴学由此肇始；30

岁时接掌濒临破产的陈家实业；31岁时开始独立经营；33 岁开始经营橡胶业；34 岁经

营得法，创业有成，替父还清债务，其诚信品格赢得华侨社会高度赞誉；42岁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不久经营航运，获巨利，资产最高时达一亿美元。他一生共建 118 所学

校，在经济拮据的时候变卖了大厦建了厦大，本来计划为自己建 3层楼房的住所，为

了节约开支，只建了 2层，有人劝他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他说“余不忍放弃义务，

毅力支持，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少，影响社会之罪大”。在抗战期间投巨资

支援“国共两党”共同抗日，而不是只支持一党以谋求私利。日本人恨透了他，炮轰

他的家乡集美。集美的妈祖庙被炸平，被炸的地方出现一个大坑，他说我要把我的坟

这是今年出去

旅行的收获， 

听完解说后非

常激动，久久

不能平静，当

天晚上回去写

成了文字，放

到了这里，作

为讲课素材。 

“启发引导理念” 

“以情育人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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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建在日本人的大坑上，以填平此坑。他死后又将自己的坟墓面向台湾，希望海峡两

岸早日统一。陈嘉庚死后所有的财产均归国家所有，周恩来在他衣服的布袋里发现了

一枚印章，周恩来将这枚印章交给了他的儿子，这算是陈嘉庚先生留给子孙的唯一遗

产。毛泽东为他题词，说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面对陈嘉庚先生充满大跨度、

大抉择的生命轨迹；面对他对祖国的忠诚，倾其心血，举其所有，无私贡献社会与家

乡；面对他生死以之的执着与对个人得失的明心见性的豁达，令我肃然起敬。  

【案例分析】陈嘉庚先生将做实事、办实业的理想贯穿在了他期盼国家富强的大

爱之中，他是一个与民族共此荣光的人。 

    【落脚点：大学生】同学们在大学期间将面临一系列人生课题，比如我们要把自

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我们为什么而学；如何丰富自己的知

识才能、如何做事做人、如何交友、如何面对挫折、如何克服困难；以及工作岗位的

选择，如何过好每一天，等等，这些问题涉及你们的成长成才，这些问题的解决，都

需要一个总的原则和目标，这就需要确立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信念。同学们应当重视对

理想信念的选择和确立，努力树立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而有价

值，使将来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宽。 

课堂小结 略 

布置作业 

    课后思考题：(下节课找同学上台发言) 

    1.在长春理工大学西校区的一个文化石上有一句题词“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你

如何理解这句话？ 

    2.在个人生活理想中，你想怎样度过你的每一天？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如

何择友？你想怎样让你的知识才能得以丰富？ 

    3.在生活中你是如何面对挫折、如何克服困难的？今后应怎么做？ 

    4.请谈一下，在日常生活中影响你理想信念确立的因素。 

    5.请谈一下你曾读过的什么书对你的理想信念的确立有影响。 

    课后阅读：(要求阅读 2 个素材，下节课进行阅读反馈) 

1.视频：长春理工大学光韵毕业季《你好，梦想》 

2.视频：俞敏洪致青春三“想”:理想、梦想和思想 

3.视频：刘媛媛《年轻人能为世界做什么》、《寒门贵子》 

课堂小结和作

业都在课件上

呈现。 

设计课后思考题

的原则：（1）确

保每一道题都联

系学生的实际，

启 发 学 生 思 考

（2）尽量挖掘校

园资源，体现“校

园文化环境育人

理念”。 

 

选取课后阅读素材的原

则：（1）确保素材是学

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内

容是学生喜欢的内容。

（2）尽量挖掘校园资

源，体现“校园文化环

境育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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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5.《战争与和平——宋美龄》，《读者》2007年第 13 期 

6.中国大学生在线网站 

7.《从“仰望星空”到“脚踏实地”彰显总理深内涵》，中国广播网，2010年 5

月 5日 

8.《温家宝畅谈个人经历 寄语青年人坚定理想信念》，新华网，2011年 2月 27

日 

（三）教学效果分析 

1. 本教案的框架结构参考的是 2015 年的新版教材，标题和框架与教材完全一致，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

成才这个主题已经融入到了理想信念的意义中。本教案依据教材，又不局限于教材，而是尽可能多地

为学生呈现教学资源。 

2. 本教案的设计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把能力培养、价值观教育和情感教育有机结合。 

3. 在理论的讲解上本人尽量做到深入浅出，让学生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观念的介绍上本人尽量往深

了说，让学生感到老师很有深度，这样就抓住了学生的心理，让学生愿意听下去，增强教学效果。 

4. 课堂从头至尾运用的是启发式教学的理念进行知识传授和互动教学的，教师的主动性与学生的主动性

结合了起来，师生互动效果好。 

5. 课堂互动不是简单的你问我答，如果能动静结合，并且在静中引发学生的思考、反思，从而激发共鸣

才是最理想的教学效果。通过十多年的授课经验，本人认为这节课达到了这个效果。 

6. 课前调查让老师了解了学生，在授课过程中能根据个别人的实际情况说明问题，可以做到因人施教，

课堂教学的针对性更强，对于提升课堂的互动效果也起到了较好的促动作用，增强了教学的实效性。 

7. 全篇内容的解读是用已有知识解读的，体现了学以致用理念；同时，课程内容也设计了一个环节，就

是用刚学的知识分析梁启超说的话，也是学以致用，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了学生的批

判精神。 

8. 在学生学习素材中有长春理工大学学生录制的视频资料，在思考题中设计了长春理工大学西校区文化

石的句子分析，本人尽量挖掘校园资源，用自身校园文化熏陶感染学生，体现的是校园文化环境育人

理念。 

9. 文中两处引用诗歌，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和道德情操，体现的是“艺术感染熏陶理念”。 

10.本教案中案例的选取力求经典说明问题，有的是参考已有成果，但绝大多数是本人自己撰写完成，有

很多自己的心得，在课堂传授过程中能做到激情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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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开篇的诗歌是自己配音录制的，课件下方加了简短的语句，可以说是用心做事，以此感染学生。 

根据学生参与课堂时的反应，以及课后思考题和课后阅读反馈的完成情况，说明课堂教学效果显著，

学生掌握了本课程的基本知识，也认识到了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