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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理念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是一门融思想性、政治性、科学性、理论性、实践性

于一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大学生在新时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提高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的课程。作为一门人生“基础”课，本课程力求为各学科学生

今后的人生打好基础，为学生提供基础性精神食粮，引导学生处理好道德与法律、理想

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竞争与合作、权利与义务、自由与纪律、友谊与爱情、学习与工

作等的关系，促使学生思考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怎样的生活才有意义，怎样的人

生追求才有价值等一系列人生课题。

教师通过提供学术前沿的研究述评，对重要的理论问题做深入探究，提高学生理论

素养；同时，培养学生关切现实的意识，加深学生在新时代对个人人生境遇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与认同，强化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能力，锻炼学生批判性思维，

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

二、教学内容分析

在意识形态领域各国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各国的竞争说到底是

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一个国家人民有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力量。理想信念教

育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争夺加剧的需要：是应对信息网络化时代新兴媒体

挑战的需要：是应对价值多元化时代价值选择冲突加大挑战的需要：也是应对教育大众

化背景下现实竞争压力增大的需要。所以本课主要掌握理想信念的内涵、特征。从学习

的案例中受到启发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树立与社会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激起大学生

树立远大理想信念的自觉性。

三、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掌握理想信念的内涵、特征。

2、情感目标：激起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信念的自觉性。

3、能力目标：从学习的案例中受到启发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树立与社会同心同

向的理想信念。

四、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如何理解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

教学难点：如何理解“立志高远与始于足下”的关系？



五、学情分析

从知识基础上说，高职学生的知识面不是特别全面，缺乏对的理性信念的认识了解，

在认知上比较片面浅显，没有明确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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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学习基础薄弱，但具有较高的情商，具备一定的人际沟通意识和能力，兴趣点较广，

在某些领域上的知识面也比较开阔，不拘泥于形式。

从生活经验上说，学生对理想信念有一定的目标，但大多数同学非常的浅显，不够

明确。

六、教学方法与学法

教学方法：

1、通过学生回答老师提问、案例等方式完成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2、老师点拨法：主要通过提问方式、案例分析和视频图片完成教学，引导学生讨

论，开拓学生的的思维能力，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提高德育的亲和力。

3、集体讨论法：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或教师设置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集体和分

组讨论，促使学生在学习中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的精神。

4、课堂展示。

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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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思考问题：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2、教师讲解伟人名人的理想是什么。

3、理想的内涵。

4、讨论：理想具有哪些特征？

5、展示微课《理想的特征》讲授；

6、案例：医食无忧组合。

7、信念的内涵和特征。

8、课堂讨论：观看“半条被子”视频，讨论什么是共产党？

9、课堂小结：

树立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少年强则国强！”只有少年有理想，国家才会崛

起，中国的复兴之路将不再遥远！



八、板书设计

什么是理想信念

一、理想的内涵

二、理性的特征：1、超越性 2、实践性 3、时代性

三、信念的内涵

四、信念的特征：1、执着性 2、支撑性 3、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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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的特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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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网络学习平台授课，通过

观看上传视频、查阅文档等形式展示学生任务完成情况，教师与学生通过网络形成问答

式互动，达到互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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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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