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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领悟人生真谛 把握人生方向》知识内容的教学设计：

一、教学理念

怎样才能不虚度人生，这是萦绕在每一位大学生心头的青春之问。面对世界的深刻

复杂变化，面对信息时代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面对纷繁多样的社会现象，面对学业、

情感、职业选择等多方面的考量，大学生要学会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同国家发展进步、人民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人

生价值。

二、教学内容分析

本章首先对“人是什么”和“人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使学生对“人

的本质”有科学的认识。其次从理论层面阐述了人生观的主要内容，使学生明确人生观

的三个主要方面。最后阐述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密切关系，明确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离不开

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阐述“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使学生明确应把自己

的人生追求同社会的发展进步紧密结合起来，在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是第二节“何为正确的人生观”与第三节“如何创造有意义的人生”内容的逻辑

起点，为其提供理论依据。

三、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人生观的基本理论。

2.情感目标：科学认识“人的本质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样生活”

“怎样的人生才有意义”等问题。

3.能力目标：结合个人实际和社会现实，确立科学高尚的人生追求，保持积极进取

的人生态度，成就出彩人生。

四、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1.人生观的主要内容。

2.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3.确立科学高尚的人生追求。

4.保持认真、务实、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

教学难点：1.人生价值的实现条件。

2.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得失观、苦乐观。



3.警惕和抵制错误人生观。

五、学情分析

我的教学对象是大一上学期的学生。他们青春活泼、富有朝气、刚刚上大学的他们

表现欲强，对新知识的领悟能力较强。从知识基础上说，高职学生的知识面不够宽，在

认知上比较片面浅显。

从身心特点上说，学生具有一定的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某些领域上的知识面也比较开阔，不拘泥于形式。

六、教学方法与学法

教法：1.案例教学法：通过典型案例，使学生思考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帮

助其解惑人生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2.情境教学法：在教学中选用职场中的镜头画面，让学生情景模拟，使学生

身临其境。

3.案例讨论法：在教学中结合案例设置问题，引导学生分组式讨论出正确结

论。

学法:根据高等职业学校的要求，结合学生情况，采用“情境互动”方法。在活动

中学习，边活动边学习，让学生成为活动和学习的主体，每一个框题的讲解都采用学生

身边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以学生分组讨论为主，采取分析归纳法、自主探究法、总结

反思法。

七、教学过程

1.课程导入：习近平同青年大学生座谈时强调：“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

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

确选择。”大学生思考和规划自己的人生之路，首先要学会科学看待人生的根本问题，

认识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掌握人生观的基本理论。进而导入新课。

2.新课学习

（1）教师通过微课，进行小组分组讨论问题什么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

（2）针对 PPT 上情景展示，每组由两位代表进行模拟，思考人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首先需要对“人是什么”和“人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有科学的认识。

（3）利用案例资料，使学生是非明，方向清，路子正，人们付出的辛劳才能结出

果实，人生实践才能获得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

等错误的人生观。



3.练习：让学生通过案例，讨论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得失观、苦乐观、顺逆观、生

死观和荣辱观。

4.知识拓展：当代大学生担当新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应当与历史同向、与祖国同

行、与人民同在，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实践中创造有意义的人生

5.课堂小结

分组讨论：在本课学习过程中，学生有哪些收获？如何理解人生目的、人生态度和

人生价值的关系？作为当代大学生你打算如何成就出彩人生？让学生准备 4分钟，分组

代表回答，其它小组补充说明并给予点评，教师总结归纳。

八、板书设计

第一章 领悟人生真谛 把握人生方向 P12

1. 正确认识人的本质

2. 人生观的主要内容

3.人生观与世界观

4.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5.确立科学高尚的人生追求

6.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7.反对错误人生观

（1）反对拜金主义。

（2）反对享乐主义。

（3）反对极端个人主义。

8.成就出彩人生的途径

九、教学反思

优点：本节课充分发挥学生特点，锻炼他们积极讨论、积极思考的特长，提高学生

从案例中概括知识要点的能力，锻炼分析概括的思维能力。在信息化教学设计方面，充

分运用多媒体课件，声、图、文、并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达到良好教学效果。

不足之处：提高网络学习平台的运用技巧，发掘学生身边的实例，尽可能多的关注

学生在讨论中的表现。分析作业完成情况，针对任务进行中的新问题进行备课，教学。

2021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