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第八届青年教师教学大赛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教学设计③

授课内容：  精神引领 万众一心         

授课对象：建筑室内设计专业二年级学生  

授课学时：           2      学时             



 教学设计：精神引领 万众一心
授课内容 第十五专题 精神引领 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教材第十章）

授课对象 建筑室内设计D班 学时安排 2学时（90分钟）

授课地点 多媒体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课程名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内容分析

文化兴则国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文化为我们提供精神动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是关

乎民族复兴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系列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论述。作为当代大学生该如何认识这一系列论述，如何

坚定文化自信，如何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力量，这都是本节课要重点解决

的问题。

在教学内容选择上用好加减法，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与优化，及时融入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2018-2021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文化制度作出的部署；十

九届五中全会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

学情分析

                          1、知识基础

通过中学阶段的学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具备基

本看待问题的思路逻辑。

2、能力基础

建筑设计专业的同学艺术创作（如手绘、设计、造型）能力较强；关注社

会热点，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社会热点和现象的能力不足，对理论知识

的记忆、理解、与运用能力较弱。

3、学习特点

   从课前了解来看建筑设计专业学生的学习状态好、积极性相对较高，具

有专升本意愿，学生的知识面比较广，思维活跃，具有丰富多元的视角，信

息素养较高，在参与课堂活动时喜欢使用信息化手段，对单纯的理论灌输、

说教式的教学不感兴趣；教师在教学中需要进一步注意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知行合一”的有效教学理念

专题化教学 问题式授课 实践项目化训练  



教学理念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素质目标 社会价值目标

1.学生能理解坚

持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指

导地位的原因；

2.学生能领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科学内涵与

学理逻辑；

3.学生能了解文

化自信的本质；

把握建设文化强

国的重要性及内

涵。

1.学生能认识到

意识形态的重要

性；

2.学生能理性看

待我国文化发展

的成就和问题；

3.学生能增强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

自觉性和行动力；

1.学生能深化

对文化强国建

设思路的认识；

 

2.学生能做自觉自

信的文化人、坚定

文化自信。

1.增强对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指导地位的

认同感，积极拥

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 

2.自觉学习文化，

增强学生文化底

蕴；

3.营造积极向上

的社会文化氛围

教学重点

1.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

地位的根本制度？2.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化解措施 理论讲解、案例分析、对比分析

教学难点 如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化，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化解措施 问题链教学、情境模拟、探究

教学方法 1. 问题链教学法

教师着重突出问题意识，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逻辑视角以问题链



导引教学引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实现内化于心。

2.案例分析法

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目标选择恰当的案例， 引导学生研究分析案例，培

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3.情境教学法

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目标，使用虚拟展馆、史料再现，视频、音频等设计

有针对性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感知、体验，激发学生情感，

学法

 1.自主学习法

学生自主完成课前调查问卷、微课导学和自测题，通过独立学习、检测学习

效果，获取知识，改善学习习惯，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2.小组探究法

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学习活动，通过讨论研究、展示汇报等合作活动，获得

知识、提升素养，锻炼团队协作能力。

信息化

资源

超星学习通自建课程、问卷星、德e行微信公众平台、抖音号“马上学习”、

学院自建网络课程平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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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通平台发布专题问卷

调查-《你最疑惑的问题或者

你想了解的问题》

2.发布提前导学微视频

3.提醒需课堂实践汇报的小组

做好准备 

1.登录学习通 APP填写问题卷

调查

2.学习课前导学微课

3.准备小组展示

1.了解学情

2.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3.为课堂实践活动做好准备

                    （二）课中实施——弄懂重难点（讲深道理 讲透事理 讲活情理）

                                     环节一：突破重点（45分钟）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程导入

问题一：为什么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

根本制度？

（一）如何认识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

度？

1.提问：你认为生活

中有什么如水、如空

气一般对我们生命重

要？

2.总结引出课程内容：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

文化如空气,习以为常

又缺之不得！文化引

领人昂扬向上！感召

人发愤图强！激励人

勇毅前行！

3.习语回放：“文化

自信是更基本、更深

沉、更持久的力

量。”

”

1. 案例分享

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

之际，中国赠送的一

尊高 4.6米、重2.3

吨的巨型马克思铜像

在德国特里尔市中心

的西蒙教堂广场揭幕。

请同学思考：中国为

什么要向德国赠送这

1.在学习通平台回答

问题

1.参与课堂讨论

通过问题，引发学生

思考，引出文化的重

要性。从文化对人的

影响到对民族国家的

重要性进而引出主题

1.从直观案例入手，

引发学生思考



（二）如何坚持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

度？

问题二：如何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一）为什么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尊铜像？

2. 理论讲授

从理论逻辑、历史逻

辑、实践逻辑三个层

面讲解马克思主义对

中国共产党，对我国

宣传文化事业、对国

家的长治久安、文化

建设正确方向的作用

3. 发布系列案例“辟

谣，中美护照对比”

“新疆棉”“中美贸

易战”，请学生思考

讨论“当今社会还存

在意识形态斗争吗，

我们该如何看待？”

4．结合案例从四个方

面进行理论讲授

1.播放视频：“华春

莹批蓬佩奥：21世纪

杜勒斯”，补充讲解

背景知识“杜勒斯预

言”“尼克松著”；

2.认真听讲做好笔记

3.了解案例始末，参

与讨论，思考文化领

域意识形态斗争的影

响，进而明确确立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

性

4.认知听讲，领域党

的重大举措背后的深

层次原因

1.学生观看视频；了

解相关背景知识；

2.党史小课堂：学习

毛泽东“东风压倒西

风”论，“和平演

2.理论讲授，透过理

论分析，讲清理论背

后的学理，把道理讲

深

3.从直观感性案例入

手，符合学生认知规

律，把道理讲活 

4.坚持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把理论讲授与

现实举措相连，让学

生明白，理论是指导

实践的，中国共产党

不但强调理论导向的

正确，更注重实际的

践行。

采用情景教学、探究

教学，从内因外因两

方面对比中明确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性，突

破教学重点。



（二）如何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2.党史小课堂：毛泽

东“东风压倒西风”

论，“和平演变”思

想。

3.发布讨论问题“从

内因外因两个方面分

析为什么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4.总结---平“语”近

人：“坚定不移坚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

聚气、强基固本的基

础性工程，是我们党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兴国之魂、立国之

本、强国之基。”

1. 播放电子相册：

漫画家王成喜

作品《战疫百

相图》；

2. 安排学生进行

自画像活动：

疫情下的人生

百态，你是哪

一种？

3. 开设头脑风暴：

大学生如何培

变”思想。

3.参与讨论，从内因

外因两个方面发表看

法；

4.明确核心价值观是

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

的最深层次要素。

1.欣赏漫画，分析人

生百态。

2.学生对照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进

行自我剖析，创作自

画像；

3.同学们分组进行，

集体开发创造性思维，

采用拍照和录音等方

法进行记录；小组总

结分享观点；

链接建筑室内设计专

业，通过漫画欣赏，

个人鉴定，小组探究，

头脑风暴，学生能够

践履笃行，将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

在情感认同和外在的

实践自觉融合。



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

观？

4.点评总结、理论升

华：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

4.认真听取老师的讲

解，并做好笔记。

                                     环节二：化解难点 （45分钟）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问题三：如何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一）文化自信为何

重要？

（二）坚定文化自信

的底气来源于哪里？

1.推送学习资料，视

频；

2.学习通布置主题讨

论：从遭遇“三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到开

创“百年未有之变

局”的关键；

3.展示精华帖，汇集

词云图；

4.教师点评，总结点

题。

1.提问：我们坚定文

化自信，有充分的理

由和充足的底气吗？

利用超星学习通随机

选人回答；

2.小组任务：提前在

学习通观看视频《典

籍里的中国》；每组

推选一部最喜欢的典

籍，创作英雄群像，

 1.学生重点学习总

书记的《坚定文化自

信，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观看《复

兴之路——千年局

变》视频片段；

2.学生从文化自省、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等角度讨论、发表观

点；

3.精华贴交流、学习；

4.深化理解。

1.紧跟老师思路，进

行思考回答；

2.观看视频；分享典

籍，介绍推选理由；

3.分析思考，弹幕发

言；

4.听课做笔记，深化

理解。

通过讨论，学生从历

史与现实的角度体认

到文化自信的本质是

底气、骨气；是开创

“百年未有之变局”

的关键。是民族复兴

的基础和标志。

《典籍里的中国》用

极强的艺术想象力让

古今对话照进现实，

可以唤起学生的历史

仪式感和民族文化自

信，有助于学生进一

步探究根植于中国人

血液中的文化基因。



（三）当代大学生如

何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在课堂上分享并介绍

推选理由。

3.引导学生弹幕发言：

文化自信的底气和来

源是什么？

4.教师点评，总结点

题。

1.请同学们观看《百

鸟朝凤》电影片段，

谈谈“唢呐前世今

生”命运变化的原因？

2.理论讲述：文化强

国的提出与实现；重

点讲解十九届五中全

会关于推进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3.请抽到本专题实践

作业的小组派代表讲

述家乡的传统手工艺

3.请小组代表上台汇

报展示，并一一点评；

4.总结，激发学生主

动担当建设文化强国

的使命。

1.观看视频，思考文

化的传承与保护的问

题。

2.认真听讲，边听边

思，开拓视野

3.小组派代表上台展

示

1.通过文化现实，引

发学生思考，增强文

化保护与传承使命感

2.理论学习，提升认

识问题的思路与深度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增强学生对家乡文化

的了解，从家乡传统

工艺的保护与传承入

手启发同学们建设文

化强国从身边做起。

                                   （三）课后拓展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1.发布作业 1.完成作业 1. 通过自测题、社会实践，



在学生通平台发布课后作

业

2.分享课后拓展资源

视频资源、图书资源

3.组织学生去地方博物馆、

文化馆参观实践。

4.发布课后讨论

按要求完成学习通教师发布

的作业

2.课后讨论

根据所学知识，结合自身

理

解，简要作答并提交到平台

3.参与社会实践

4.有疑问可随时给老师留言互

动

巩固与升华教学效果。实现

知行统一。

2.知识拓展

方便有兴趣有余力的同学开

展知识拓展，为课后师生交流

提供平台。

                                      （四）板书设计

                                       资料推荐

1.【影视作品推荐】：《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二十集 “文化铸魂”

                      《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第八集 “知识改变命

运”

                      《中国正在说——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以人为本》

2.【阅读书目】：《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3.【校外实践基地推荐】：广州永庆坊 杨匏安旧居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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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性考核线上部分（占 30%）以学习通数据平台进行数据统计，包括学生的出勤情况、课前



预习情况、参与课堂互动讨论情况、完成作业情况；过程性线下考核（30%）主要在小组实践

活动部分，可由教师做好记录，由教师打分，小组互评分进行测评。

                                       教学反思

1.教学设计特色创新

（1）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使用信息化手段，通过学习通平台发布课前任务、开展课后问卷调查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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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知行合一”的有效教学理念

采用专题化教学形式，以问题链为牵引的授课方式把道理讲深，以典型案例为素材把道理

讲透，以学生实践活动为载体、借助信息化为手段，把道理讲活的原则进行课程设计和教学。

坚持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规律，引领学习增强对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可信”；通过鲜活案例，

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增强科学发展观的“可听”；通过方法论的解析，增强科学发展观的

“可用”，从而增强学生的理论自信，增强对党的情感认同。

2.教学反思与改进

存在问题：有些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强国重要性的认识仅仅是放在口头上，

实

际生活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不少见，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学生的影响也是消极的。

整改措施：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大学生讲党史公开课”展示活动，参观红色遗

址，积极进行红色主题设计，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勇担时代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