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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施报告

一．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总体情况

《太行精神》是一节公共基础课，旨在带领学生深刻理解太行

精神的主要内涵，教育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勇

担青春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为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课程思政的重要讲话精神，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

目标，该课程跳出传统的教学模式，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三者融为一体，创新“艺术+思政”融合教育方式，通过突出太

行精神特色、讲述太行精神故事、创新太行精神时代内涵，增强理

想信念教育的吸引力、亲和力、说服力和生命力，提升思政教育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课程思政教学内容设计情况

（一）设计目标

1.专业学习和思政教育相结合

本课程面向艺术系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立足学生实际、发

挥专业优势，通过“理论党课”“文艺党课”“实践党课”三课堂，

创新“艺术+思政”融合教育方式，以抗战老歌《在太行山上》导入。

这首歌同学们都听过也会演唱，但是很多同学并不知道这首歌的诞

生地就在咱们陵川县，教师通过地域接近性的特点，引起同学们的

学习兴趣，带领大家一步步了解歌曲诞生的历史背景。课程教学中



还加入了歌舞剧《太行奶娘》片段，带领同学们一步步深入了解太

行精神的主要内涵。

2.知识教育和价值观引领相结合

《太行精神》以“启发式教学”为抓手，解绑传统结论灌输式

教学，让学生在主动思考中领悟人生真谛，树立家国情怀。推动

“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拓展，梳理《太行精神》课程的德育

内涵，将其列为教学计划的关键条目和课堂讲授的重要内容，将知

识教育同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使专业学习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太行精神》课程试图帮助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家

国情怀还未真正形成的青年学生树立一种求索的精神品格，帮助他

们建立一种主动探求历史真相的精神取向，实现思政教育的目标：

使同学们勇担青春使命，把太行精神潜移默化地变成一种自觉的认

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主动弘扬和践行太行精神。

（二）设计思路

1. 课程思政贯彻落实到教学每一环节

在教学实施中注重把握“课前——课中——课后”等关键教学

环节。通过课前问题探究、课堂思想引导与学习指引、课后实践操

作与能力培养三个关键环节中融入思政元素。课前问题分析，注重

对学生问题研判和问题提出能力的培养；课堂上引导学生在认识和

分析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时的思想正确性、政治敏锐性、理论前

沿性；课后实践操作，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通过

对红色歌曲、红色舞台剧欣赏和对红色故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做

到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 运用新媒体技术，创新思政教育方式

在讲述太行精神的主要内涵时，教师分别选取“一座易名的县

城”“一场八万人的大转移”“一个特殊的英雄群体”“一双血染

的草鞋”四个革命英雄事迹，采用教师讲解+“微视频”介绍相结合

的方式，不仅增加了课堂教学吸引力，也为学生提供了自我投射到

历史时空中产生共鸣的机会，拓展了学生的知识范围，加深了学生

对太行精神主要内涵的理解。

三．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

（一）“一结合 一互动  一鼓励”

教学内容与学生的专业结合。将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与艺术系学

生的专业相结合，在思政课程中引入红色歌曲、红色舞台剧，让学

生们在自己熟悉的、感兴趣的专业知识中，接受理想信念的引领和

价值观念的引导。

教师与学生互动。采用 “课前学生研读相关文献——课堂教师

详细讲解教学内容———师生共同点评讨论——课后学生汇报、教

师总结”四步教学流程。

鼓励专题教学和专题讨论，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

（二）分类指导 落实践行

“课程思政”教学工作中，根据不同的板块内容和学生特点与

偏好，因地制宜，加强分类指导和课程设计的落实践行。将知识传

授与价值引领相融合，将思政因素充分融入到教学中。如：《太行

精神》课程充分发挥思想教育作用，确定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深度

学习，坚持爱国和爱党相统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学生弘扬传承“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

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提升社

会责任感。

（三）深入浅出阐释理论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特别注重坚持深入浅出阐释理论，充分利

用新媒体技术，采用“微思政”方式，在课程中加入“微视频”，

通过图、文、音、影等形式，呈现教学内容，提升课程思政课堂的

教学效果。在讲述太行精神主要内涵的时候，教师采取红色故事分

享的方式，选取“一座易名的县城”“一场八万人的大转移”“一

个特殊的英雄群体”“一双血染的草鞋”四个革命英雄事迹，通过

优化教学安排脉络，依托新媒体手段，将思政元素由“注入式”向

“启发式”转变，引导学生从红色故事中体悟太行精神，提高课程

思政的教学质量。

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效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施以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非常注重在

思政课堂里寻找与德育知识体系的“触点”，在思政课堂里寻找与

专业知识体系的“落点”，坚持思政理论教学与专业知识教学同向

同行，顺其自然而不是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用学生深度思考启示

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开展德育教育，得到学生的好评。

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以

“树立全员、全课程育人理念”为导向，以“启发式教学、问题链

教学”为抓手，解绑传统的结论灌输式教学，让学生在课程学习中

主动思考，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充分挖掘太行故事，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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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弘扬太行精神，引导学生做太行精神的弘扬者和传承者。

“艺术+思政”融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将思政课程将德育

内涵列为教学计划的关键条目和课堂讲授的重要内容，将知识教育

同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促进艺术系学生的专业元素与思政元素同

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增强学生对思

政课学习的主动性和趣味性，在课堂教学中潜移默化发挥思政教育

效果，不断提升思政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

求和期待，实现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根本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