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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敏喋血马头山》

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 哲学与人生 微课名称
武士敏喋血马

头山
微课时长 9分54秒

授课班级
21学前教育3

班
授课时间 2023 年 5 月 授课方式 实景教学

教材
《哲学与人生》第五版，第十三课：理想信念与意志责任

主编：王霁 高等教育出版社

思政元素
纪念抗日英烈，弘扬不屈的民族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引

导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勇担时代责任。

学情分析

设计思路



教学目标

课前准备
准备讲稿、制定录制方案、识记内容、协调资源（相机、摄像师、

无人机、参与学生、收音设备、拍摄地路线等）

教学切入点

课程以《哲学与人生》第十三课：理想信念与意志责任中的知识

点之一，理想信念与责任的关系作为切入点，以思政微课中武士敏及

第 98 军的事迹作为案例教学，讲述在国家危难之际，武士敏及第 98

军全体将士以民族利益为重，坚定信念，誓死抗日，承担起历史责任

的故事，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最后落脚到责任担当上。

教学活动设

计

1.导入（15 秒）

高度概括山西人民在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做出的历史贡献。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山西这片红色的土地曾涌现出了无数中

华英雄儿女，他们在民族危亡时刻，与民族共进退，与祖国共存亡，

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竖起来一座精神丰碑！

2.以“挽联”倒序展开英雄故事（40 秒）

女生：尽忠于民族国家，努力求团结进步，磊落奇才一世，如君

有几？

男生：坚持在敌后抗战，英勇至杀身成仁，感悟将略数年，知己

情深。



教学活动设

计

3.教师讲述人物主要事迹

（1）中条山战役惨败，98 军留下抗日，并与八路军精诚合作

（2）日军大扫荡并采取政治诱降，武士敏断然拒绝

（3）日军集结大规模军力保卫 98 军，八路军派 772 团营救无果

4.学生代表诵读武士敏家书

“止戈吾妻：连年兵荒马乱，隔山阻绝，一向音稀，然为夫为父

无不每每念慈在慈，常将夫妻情怀，儿女关切深埋于心底。秋风乍起，

风云突变，22 日，凶险袭来，日寇三万兵力铁壁合围东西峪。九十八

军危矣!然身为中国军人，绝不放下武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

已做好牺牲准备，倘我不幸捐躯，切勿悲伤。大丈夫生于世，当建功

立业，生为国家，死为民族，正得其所在。所遗憾者，恐我再不能躬

伺亲情，教育儿女，念此撕心裂肺!然先国后家这个道理，你们是懂



教学活动设

计

得的。 永别了!”--武士敏。（男生）

5.教师讲述 98 军全军覆灭马头山

6.结合根据地史实，对武士敏及第 98 军全体将士给予高度评价



教学活动设

计

7.带领学生参观烈士陵园，并献花

8.对青年学生提出殷切期望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盛

世、又重任在肩。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我们

要从英雄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勇敢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

任，在激扬青春、开拓人生、奉献社会的进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

丽篇章！

教学特色

创新运用多视角叙事，增强教育性和感染力。

开头以挽联为突破口，采用倒序的方式，将故事徐徐展开，从第

98 军驻地到营救 98 军的八路军 772 团驻地、英雄纪念碑，再到太行

太岳烈士陵园，全部采用实景拍摄，使用室外现场录音，增强现场感；

邀请班级学生的加入，提高实践教学的体验感；加入当地村民的采访

式讲述，增强历史的厚重感；讲述过程感情饱满，增强感染力；结尾

主题升华顺畅而不突兀；剪辑采用部分电影效果，增强视觉冲击力。

教学总结

用“大思政”理念引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

本课按照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要求，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运用山西晋城本地的红色教育资源，将英雄故事、民族精神、爱

国主义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现实

体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对于思政课堂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