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与人生》教学改革实施报告

---以第十二课“理想信念与意志责任”为例

课程名称：《哲学与人生》

授课对象： 学前教育专业中职生

任课教师： 杨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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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介绍

《哲学与人生》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德育课程。本课

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学生进行马克思

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和方法及如何做人的教育。其任务是帮助学生学习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正确看待自然、社

会的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生发展中的基本问题，树立和追求崇高

理想，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目标是使学生了

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与人生发展关系密切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用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人生发展重要问题的能

力，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

态度，为人生的健康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二、教改指导思想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

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

工作的意见》、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的工作方案》，本课程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把握“大思政课”

科学内涵，更新教育理念，畅通主渠道，夯实第一课堂；唱响主旋律，

丰富第二课堂；突出实践体悟，运用社会大课堂，用“大思政”理念

引领《哲学与人生》课程改革，以提高思政教学的时代性和实效性。

三、学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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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主题教学

传统思政教学中通常存在四方面的教学痛点：一是，“偏重理论，

缺少实践教学”；二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接受”；三是，

“教学内容与学生兴趣脱节”；四是“教学方法单一，缺乏多样性”。

针对以上 4个方面的教学痛点，本课程创新性的开展了“一堂课一主

题”的特色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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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目标（以十二课为例）

《哲学与人生》第十二课：理想信念与意志责任，重在引导学生

鉴定理想信念，增强意志，敢于承担责任。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离不开青年的实干、离不开青年的创造力、离不

开青年的责任担当，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结合

教育内容和学情分析，制定了知识目标、情感目标、素质目标三方面

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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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实施过程

在教学实施方面，为充分利用晋城当地红色教育基地教育资源，

突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将哲学理论与人生实践相

结合，进一步拓展教学空间，教师根据十二课的教学内容，确定了“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勇担时代责任”的教学主题，并借助拍摄教学短片

的方式开展实地教学，同时将短片应用到第十二课的课堂教学中，进

一步扩大教育范围。

实地教学采用实地拍摄，并邀请学生加入，创新运用多视角叙事，

增强现场教学的教育性和感染力。教学过程如下：

1.导语引入

2.以“挽联”倒序展开英雄故事

3.教师讲述人物主要事迹

4.学生代表诵读武士敏家书

5.教师讲述 98 军全军覆灭马头山

6.带领参观烈士陵园，并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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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合史实，对武士敏及第 98军全体将士给予高度评价

8.对青年学生提出殷切期望

课堂教学包括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

课前：给学生布置课前任务---通过网络了解人物事迹

课中：

1.学生讲述课前准备故事，教师导入理想信念与责任的授课主题

2.展示微课

3.学生分享观看感受

4.参与录制学生分享现场体验、教师分享拍摄感受，点评学生表

现，并落脚到教学目标

课后：布置课后小任务

1.情感表达：鼓励学生拍摄小视频向伟大的祖国表白。

2.立志与实践：学好专业课程，为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幼师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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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教学

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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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习效果

（一）通过实地教学，学生了解了中条山地理位置的战略地位，

切身感受到在民族危难之际，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

志，为了维护国家尊严，追求民族独立甘愿付出宝贵生命的爱国主义

精神，引起学生的强烈共鸣。

（二）通过课堂教学，利用当地的教育短片激发学生兴趣，鼓励

学生分享翻转思政课堂，学生变被动为主动；以参与学生的现身说法，

更具真实性、实践性、增强体验感，提高教学的教育性、主动性、时

代性；哲学理论链接人生现实，引导学生厚植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学

生正在中华民族的伟大进程中激扬青春、贡献力量。

（三）设计学习评价量表，重视过程性评价。激发学生在教学中

主动分享，积极参与课堂。评价示意图、评价量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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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学反思

微课短片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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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

递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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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参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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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剪辑采用部分

的电影制作效果，增强视频的视觉冲击力。

教学实施特色：以“大思政”理念引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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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一堂课一主题”的教学模式。

以往《哲学与人生》课堂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学生往往认为

哲学是抽象的晦涩难懂的误区；在课堂上积极性不够，往往很被动的

接受不愿意积极发言；在课堂上跟不上教师的思路，注意力不集中，

兴趣不高；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知识，对学生在现实中学习生活难以

形成链接。

针对以上问题，教师首先应当认识到激发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的重

要性，善于运用多种方式方法吸引学生注意力，带动学生主动思考，

将晦涩难懂的哲学问题转化为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人生道理，在此基

础上，重点关注如何做的的问题，引导学生运用哲学思维指导自己的

学习生活，促进个人的人生发展。在本节课--理想信念与意志责任教

学中，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勇担时代责任”为主题，教师利用了

学生熟悉的本地教学资源，用学生体验的方式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共

鸣。在课堂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共同探讨教学内容，

抓住学生的思路，适时引导教学、翻转课堂，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不足之处：《哲学与人生》课程内容丰富，与学生发展密切相关，

目前尝试以不同主题进行的教学设计，尚未完全成熟；学生数量较多，

难以做到将每个学生纳入到实践教学中；学生知行合一的学习还有待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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