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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课：传承美德 继往开来

授课内容 第五章 第二节 吸收借鉴优秀道德成果

课程名称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单元名称 崇德向善

授课对象 2021 级现代物流管理 E班 授课学时 2学时

授课地点 多媒体教室 授课形式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内容分析

本次课内容旨在帮助学生形成对社会主义道德的来源和深刻本质的理解

与自信。引导学生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理

论，传承了中华传统美德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发扬了中国革命

道德，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道德成果，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德实践，

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底蕴。从而在阐释中国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提出

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法；讲清楚中国革命道德的形成与发展

过程，阐释中国革命道德的主要内容，揭示其当代价值；在马克思主义道德理

论方面，讲清楚马克思对未来新社会的思考，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道

义性；展示出社会主义道德是对于人类文明优秀道德成果的借鉴和吸收。培养

学生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考能力，从而形成文化自信，特别是深层次的

价值观自信。

本次课内容主要从通过优秀传统美德、中国革命道德，引出社会主义道德

的本质。继而，为后面阐释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与原则，注重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打下基础。

学情分析

1.知识基础

学生通过在中学的学习，已经具有对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国革命道德的相关

知识储备，但理论深度不够，通过课前问卷测试，大部分学生已预习关于中华

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的基本理论知识；对中华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的基本内涵

有一定了解。

2.认知能力

关注传统文化，但不能很好认识新时代下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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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3.学习特点

学生大多数是“00 后”，网络信息捕捉能力强，对纯理论知识讲授比较

抗拒。

4.预判教学难点

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把握存在一定困难。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素质目标

1.学习理解中华传统美

德的基本精神。

2.掌握革命道德与传统

美德的关系。

3.了解如何借鉴人类文

明优秀道德成果。

1.理论上提高对中华传

统美德和革命道德认识

的理性和水平。

2.实践上学以致用，向英

雄模范学习，做美德践行

者。

1.提高大学生对于中华

传统美德和中国革命道

德的认识，道德的价值认

同以及对道德的共情。

2.培养学生对于社会主

义道德建设的思考能力，

从而形成文化自信，特别

是深层次的价值观自信。

3.提升吸收借人类优秀

道德成果的能力。

教学重点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精神内涵

和中国革命道德的新时代意义
解决措施 链接专业，分析案例

教学难点
对中华传统道德的认识和识

别，如何做到古为今用？
解决措施 课堂辩论，自我澄清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法

通过丰富的视频、案例讲透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中国革命道德的内

涵，引起学生共鸣。

2.案例分析法

通过分析“疫情中的家国情怀”、“中印戍边冲突”等与学生生活、实际

贴近的案例，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思考分析，方便学生更好理解知识点。

3.课堂讨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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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启发学生思考“中国人崇尚什么样的英雄？英雄又传承了什么样的中

华传统美德？”、“如何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为什么要吸收

人类道德文明的优秀成果？”等问题，让学生更多参与到课堂之中，发挥学生

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信息化

资源
超星学习通在线平台、问卷星、网上红色展馆

教学流程

教学实施过程

（一）课前导学——设疑激探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1.发布任务

在学习通上发布

温州道德馆的线上 VR

展厅二维码。

1.完成任务

学生通过手机扫码，

云感受中华传统美德之

美。

1.素养提升

根据学生的线上浏览温州道德馆

的情况，学生回答观看后的感受。



2022 年教学能力比赛

4

（二）课中实施

环节一：说案导知（25 分钟）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1.中华传统美德的基

本精神

（1）重视整体利益，

强调责任奉献；

（2）推崇“仁爱”原

则，注重以和为贵；

（3）提倡人伦价值，

重视道德义务；

（4）追求精神境界，

向往理想人格；

（5）强调道德修养，

注重道德践履。

1.课程导入

通过播放两张照片，

以一场华越时空的致敬，

引出中华传统美德的教

学内容。

2.创设情境

组织学生重温疫情

初期中国武汉的抗疫实

况。

3.通过视频、展开讨论

根据戍边英雄们的

事迹，让学生理解中国人

崇尚什么样的英雄，英雄

1.分析案例

分析照片所

蕴含的意义。

2.融入情境

分析戍边英

雄们的事迹，说出

自己的感受。

3.参与讨论

拿出手机，扫

码回答传统美德

测试题（单选）。

1.“小心思”

通过照片展

示，导出本次教学

内容。

2.掌握学情

通过信息化

手段，实现课堂实

时线上互动，调动

全部学生参与课

堂。根据调查结

果，有针对性地分

析问题。

3.学生主体

开展讨论，发

挥学生主体地位，

提高学生的课堂

参与度。

教学重点

课堂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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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传统美德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

中华传统美德作为

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

部分，为今天的道德建

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要在去粗取精、去伪纯

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努力

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又传承了什么样的中华

传统美德？

4.总结知识

如何科学传承中华

传统美德。

以小组为单

位，互相讨论分享

观点。

4.听课记录

认真听讲，并

做好相关笔记。

环节二：论道修情（28 分钟）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二、发扬中国革命道德

1.中国革命道德的形

成和发展

2.中国革命道德的主

要内容

（1）为实现社会主义

1.问题引入

中国红色经典电影你看

过几部？

2.组织讨论

1.参加活动

部分学生参

与回答，其余学生

参与讨论。

2.课堂互评

1.以辩促学

通过问题链

的方式，促进学生

学习交流，进一步

激发学生学习的

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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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

斗；

（2）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3）始终把革命利益

放在首位；

（4）树立社会新风，

建立新型人际关系；

（5）修身自律，保持

节操。

3.中国革命道德的当

代价值

（1）有利于加强和巩

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的理想信念；

（2）有利于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3）有利于引导人们

树立正确的道德观；

（4）有利于培育良好

的社会道德风尚。

根据同学们的回答

情况，师生展开讨论

3.教师总结

红色经典电影当中

所蕴含的中国革命道德

精神。

4.引出教学内容

通过案例，分析中国

革命道德内涵、内容及当

代价值

5.发起讨论

如何继承和发扬中

国革命道德的当代价

值？

拿出手机，扫

描 PPT 上的二维

码，回答问题。

3.课堂听讲

认真听讲，并

做好笔记。

4.案例分析

独立思考中

国革命道德的当

代价值以及对物

流专业发展有什

么影响。

5.课堂讨论

以小组为单

位，互相讨论分享

观点。

2.学生主体

充分发挥学

生的课堂主体性，

让学们更多地参

与到课堂中。

3.多元评价

通过信息化

手段实现学生互

评，让全体学生共

同参与，合作完成

辩论活动。

4.链接专业

快递小哥的

家国情怀。

5.承上启下

呼应前面提

出的案例，结合本

节知识，深入挖掘

案例内容；通过案

例引发学生思考

如何继承和发扬

中国革命的当代

价值，导出下一环

节内容。

环节三：弘德砥意（24 分钟）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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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鉴人类文明优秀

道德成果

文明因交流而多

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

1.秉承正确的态

度和科学的方法。

2.要坚持以我为

主，为我所用，批判继

承其他国家的道德成

果。

3.坚持马克思主

义道德观。

教学难点
1.组织活动

组织同学中西方道

德核心和原则方面，进对

中国和西方传动道德进

行比较。

2.随堂调查

组织学生扫描 PPT 上

的二维码，参与“值得借

鉴的西方传统道德有哪

些？”调查，统计调查结

果。

3.引出案例

分粥事宜。

4.教师总结

中西方传统文化的

差异

5.问题讨论

结合“不忘本来，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思考

如何积极吸收借鉴古今

1.头脑风暴

根据教师给

出的关键词，以小

组为单位，互相讨

论并发言分享。

（+2 分）

2.参与调查

拿出手机，扫

描 PPT 上的二维

码，参与教师发起

的调查。

3.分析案例

分析对待人类

文明优秀道德成果

的方法。

4.听讲记录

认真听讲，并

做好相关笔记。

5.分析案例

通过案例分

析，对中西方的文

化差异，对其中优

1.以例引论

引导学生通

过案例导出本环

节课程教学内容。

2.导入知识

对于世界闻

名优秀成果我们

该如何借鉴。

3.“小心思”

通过贴近学

生的问题，参与情

况调查，引出教学

内容。

4.让学生理解中

西方传统道德的

差异。

5.坚定信心

通过案例，对

中西方传统道德

进行剖析，坚定同

学们对中国传统

道德的坚定自信，

对待世界闻名成

果，坚持以我为

主，为我所用。

6.链接专业

传统道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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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的一切优秀道德成

果？

劣，我们应如何取

舍。

果与物流业的融

合加快了构建智

慧物流的步伐。

课堂小结（3分钟）

在学思践悟中理

解中华传统美德和革

命道德的内涵。

经典展示

展示《典籍里的中

国》中的经典片段。

齐声朗诵

全班齐读《尚

书》当中的经典片

段。

总结升华

总结本次课

程知识，升华情

感。

（三）课后拓展——观世敏行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1.发布作业

在学习通云课堂

平台上发布课后实践

作业：通过网络资源，

收集材料，查找一位古

今中外优秀道德成果

相互学习和交流的案

例，涉及到的领域：科

技、军事、文化、艺术、

教育等，制作成一篇图

文并茂的介绍性文章，

并作简单评述，字数不

限。

2.批改作业

在思政课实践教

学平台上审核学生提

交的作品。（通过审核

1.课后采访

课后采访本专业毕

业班的学长学姐，听听他

们社会主义道德的认识

和看法。

2.课后作业

根据所收集的材料，

完成一篇图文并茂的介

绍性文章，并作简单评

述，字数不限，或者自画

一幅道德自画像。

3.上传作业

将完成的作业上传

到学习通平台。

1.科学规划

通过课后了解学长学姐对社会主

义道德认识，引导学生将如何继承并弘

扬中华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同时以开

放的胸怀和视野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

有益道德成果，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道

德的认识。

2.协同育人

根据学生的作业情况，了解学生的

思想动态，后续与班级辅导员一起有针

对性地开展育人工作。



2022 年教学能力比赛

9

+5 分，入选精品专区再

+5 分）

3.分众教学

根据学生提交的

作业，有针对地开展

“联系学生”的四联系

工作。

（四）板书设计

教学评价

根据学生学习特点，综合考量学生课前、课中、课后学习情况，采用过程性考核和结

果性考核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线上平台数据和线下课堂记录相结合的多元化考评

机制，进行全过程平台和人工数据采集，检测学生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

1.知识目标：课前整理学生在重庆高校在线课程开放平台的自学情况，得出 81%的同

学已完成课前自学任务，12%部分完成，7%未完成。课后在学习通云课堂教学门户“我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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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板块进行本节课的知识检测，根据平台数据统计显示，学生基本掌握中华传统美德基

本精神、中国革命道德等知识点。

2.能力目标：学生在课堂分组小组活动完成较好，课堂互动活跃，根据课堂表现赋分

标准，结合本节课学生实际参与课堂活动情况，得出本节课学生的课堂活动分数。课后提

交的作业通过率 100%，精品率 25%，让学生获得了如何更好地吸收和借鉴人来优秀道德成

果的能力。

3.素质目标：通过学习通云课堂发布“如何吸收借鉴优秀道德成果”课后问卷调查，

对学生进行课后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测评。综合学生的回答内容和测评结果显示，学生基本

掌握了本次课教学内容，大都能明白如何更好地吸收借鉴人类优秀道德成果，为国家和民

族的道德进步贡献力量。



2022 年教学能力比赛

11

课 中
学生课堂表现记录表

学号 姓名

课中

合计课堂

考勤

课堂

互动

课堂

展示

2107270501 杨** 5 0 5 10

2107270502 郭** 5 1 1 7

2107270503 王* 5 2 1 8

2107270505 梁** 5 1 2 8

2107270506 陈** 5 3 1 9

2107270508 袁** 5 3 0 8

2107270509 朱** 5 1 4 10

2107270510 何** 5 3 2 10

2107270511 陈** 5 1 0 6

2107270512 冯** 5 2 5 12

2107270513 陆** 5 0 5 10

2107270514 杨** 5 4 2 11

2107270515 钟** 5 0 0 5

2107270516 杨** 5 4 1 10

2107270517 曾** 5 3 0 8

2107270518 许** 5 0 4 9

2107270519 傅** 5 2 0 7

2107270520 丘* 5 0 2 7

2107270522 赖** 5 4 0 9

2107270523 周** 5 2 0 7

2107270524 苏** 5 0 4 9

2107270526 陈** 5 1 1 7

2107270527 温** 5 0 0 5

2107270528 陈** 5 4 1 10

2107270529 刘* 5 0 3 8

2107270531 庞** 5 1 0 6

2107270532 刘* 5 2 0 7

2107270533 黄** 5 0 5 10

2107270534 李** 5 4 0 9

2107270535 甘** 5 0 0 5

2107270537 何** 5 0 4 9

2107270538 郑** 5 6 0 11

2107270539 黄** 5 2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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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270540 林* 5 0 0 5

2107270541 古** 5 0 0 5

2107270542 刘* 5 0 2 7

2107270543 蔡** 5 0 0 5

2107270544 陈* 5 0 4 9

2107270545 陈** 5 6 0 11

2107270546 朱** 5 4 0 9

2107270547 方** 5 0 5 10

2107270548 陈** 5 2 2 9

2107270549 梁** 5 0 2 7

2107270550 赖** 5 0 0 5

2107270551 程** 5 4 1 10

2107270552 李** 5 3 1 9

教学反思

1.特色创新

（1）“两次飞跃”

教学整体设计通过“课前预习”、“课前测验”、“课堂互动”、“课堂分析”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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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活动，从学生的“小心思”出发，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到课堂之中，认识到中华传统美德

的基本精神，完成“小心思”到“大道理”的飞跃。通过教师布置的实践作业，让学生开

始思考如何正确吸收借鉴优秀道德成果，实现“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

（2）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使用信息化手段，通过学习通云课堂教学门户发布课前任务、开展课堂小调查和辩论

赛投票等活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思政课实践教学平台跟进课后实践任务，及时追

踪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

2.反思

（1）本单元教学内容理论性较容易理解，实践性较强，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比较难以把

握优秀道德成果的传承与创新。

（2）根据学生提交的课后作业，大部分学生都能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个别同学

道德自画像非常好，但个别学生对老师布置的作业没有按照要求认真完成。

3.改进

（1）专业链接有待进一步深入

学生在实际生活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一定的实践，但是通过

进一步挖掘物流行业中的人和事，能够增强学生对专业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实际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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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在学生的专业领域中的小人物事例能更好地感染学生，因此，教学中有针对性的

开展分众教学、链接学生专业，发挥朋辈引领作用，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

（2）育人任务需要持续跟进监测

本节知识点的学习让学生有了强烈的进取心和自信心，很多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

趣更加浓厚了，但是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各种干扰因素有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削弱育人效果，

所以对学生后续的持续教育显得更为重要。我们开展“一课双师”工作，不断扎实推进和

开展“四联系”工作，能够联系学生进行后续的鼓励和跟进，在学生在“期待效应”中成

长，让育人工作更有温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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