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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观摩

教材

《思想道德与法治》，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四章第二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显著特征

思政元素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用新时代的发展故事激励学

生，让学生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因真实可信而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

学情分析

认知特点：高职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基本上已经形成，他

们有意或者是无意识地积累了许多经验而形成了自己的认知结构框

架，能够通过自己的理解对事物做出解释和判断，能够自我构建认知

体系并且不断更新完善它。

学习特点：学生的基础知识薄弱，对理论知识的学习缺乏兴趣，

自控能力差。

专业特点：机电专业的高职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实践教学

能够提高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

设计思路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洞头村的发展故事，从而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情感目标：感受洞头人的奋斗精神，激发学生产生情感共鸣，从

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素质目标：明理增信导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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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需要与村支书

做好沟通，确保拍摄顺利进行。

教学切入点

课程以《思想道德与法治》第四章第二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显著特征中的理论学习为切入点。以研学实践的方式，让学生真正

理解中国共产党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价值立场，引导学

生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动

实践中，引导学生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教学活动设

计

1.导入

用眼前的洞头美景与曾经的贫困洞头做比较，形成强大反差，提

出疑问，激发探索欲望。

2.以两人老支书的出场，探访洞头发展故事

在回顾洞头村曾经的贫困状况基础上，讲述洞头从解决吃水难，

到解决行路难，再到脱贫致富的探索历程，体现党在发展中扮演的领



教学活动设

计

导作用，反映人民群众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状态，展现党带领人

民群众敢于创新努力奋斗的时代画卷。

（1）晋城市帮助村民改造机井解决吃水难。

（2）干部村民齐上阵重修出山的道路解决行路难。

（3）洞头村的多种探索依然没有提高收入。

（4）十七大召开，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指明发展方向。

董头开始探索乡村旅游转型发展，初见成效。

（5）2009 年 5 月 24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

的习近平视察洞头。洞头村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6）着力打造“研学+N”的产业生态链，走出了一条从传统农

业到生态旅游转型发展的正确道路。



教学活动设

计



教学活动设

计

3.洞头发展卓有成效

洞头村平均每年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 25000 余

元，村集体收入增加 56 万余元。2021 年 8 月，洞头村荣获“美丽休

闲乡村”称号，并成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老乡们的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4.洞头脱贫致富经验总结

洞头村的脱贫致富，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生动

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今天的研学之旅，我们不难发现，

洞头村的发展得益于党的好政策，离不开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大胆创

新，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

5.明理增信导行

学生女：今天，我们沉醉于美丽的田园风光，品尝了可口的农家

饭，参观了党史馆、村史馆，玩得非常开心，同时深受感动。我真正

理解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人民群众是



真正的英雄。洞头人深爱着这片土地，他们勤劳勇敢，听党话，跟党

走，让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学生男：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

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让我们学习洞头人的奋

斗精神，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

的新时代好青年。

6.以小见大，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真实可信而具有强大道

义力量

洞头村是我国八年脱贫攻坚成果的缩影，脱贫奇迹的背后是广大

扶贫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据统计，全国累计派出 300 多万名

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其中 1800 多人牺牲在了扶贫战线上。向他们

致敬！



教学特色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

1.以实地研学的方式开展思政教学，用新时代的发展故事感染学

生教育学生，突出了思政教育的实践品格。

2.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体现的大思政课的思政教

育理念。

3.通过对洞头发展做过巨大贡献的往届村干部的访谈，让学生真

实了解洞头的脱贫致富历程。

4.在发展故事讲述中，重点剖析脱贫致富的经验，揭秘乡村振兴

密码，增加思想性。

5.由洞头的故事讲起，由此讲到中国八年脱贫攻坚成果的奇迹，

并借此机会向广大驻村干部致敬，引导学生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以小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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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晋城当地发展故事，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增强学生的现实体验，提高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激励

学生投身实践，奋发有为，对于思政课堂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