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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学院（筹）规范教案的通知

全体教师：

备课、撰写教案、再备课、修改完善教案，是任何一位

教师的基本工作，对于高质量地开展教学具有重要意义。编

写教案有利于教师弄通教材内容，准确把握教材的重点与难

点，进而选择科学、恰当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教师科学、合

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更好地组织教学活动，提高教学质量，

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有利于教师把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结

合起来，使教学工作科学化。为了进一步规范教师教案，增

强教育教学水平，提升育人效果，现就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案

规范通知如下：

一、教案规范方式

教案规范以教研室为单位，教研室主任牵头，每位教师

结合自身所带课程实际，尽快完善课程教案，以顺利推进本

学期教学工作总结以及下学期教学工作地有序开展。

负责人 教 研 室

赵廷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李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董星辰 思想道德与法治

郭惠琴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张俊霞 思想政治教育

张如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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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规范要求

教案有助于教师清楚教学对象、明确教学目标、分析教

学重难点、梳理教学步骤和活动、反思教学目标是否达成，

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保障教学有序进行。全体教师

要求按照以下要求准备教案：

（一）按照三次集体备课机制（一备框架，二备内容，

三备学生），深刻准确地把握教材，查阅资料，认真钻研，

使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体现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思路。

（二）按照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恰当融合、内容科学准

确、思政资源系统丰富的原则，能够科学合理地反映本课程

特点，体现学生中心，突出自主性、合作性、探究性学习方

式。

（三）教案需图文并茂，设计合理。教案中的重要观点、

图片、新闻都要标明出处，严格依据学术规范要求。

（四）近三年新入职教师要求手写教案（统一使用教案

纸张），其余教师可根据自身情况采用手写或电子打印教案

（打印版的教案也需用统一的教案纸张进行打印）。

（五）教案需结合教学进度表，以 1-2 课时为单位准备

每次的教案，最好细化到每一章下的每一节和目。

（六）教案格式参照：

1.教案封面（样式见附件 1）

2.授课计划（样式见附件 2）

3.教案内容（样式见附件 3）

注意：封面和计划按照实际信息准备并打印。教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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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运城学院教案

马克思主义学院（筹）

2023-2024 学年 第 一 学期

教 研 室 名 称 思想政治教育

课 程 名 称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课 程 代 码 02106C

课 程 类 型 专业课

授 课 教 师 张俊霞

职 称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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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课 计 划

授课时间： 月 日 至 月 日 （共 周）

计划制定时间： 年 月 日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总学时： 学时

讲 课： 学时

实 验： 学时

实 习： 学时

学 分 数

课程类型
必修课（√ ） 选修课（ ）

理论课（√ ） 实验课（ ）

任课教师 职称

授课对象

使用教材

和主要参

考资料

教学进程

时 间（周） 教 学 内 容（章节） 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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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第一节 ……

一、教学说明

（一）授课题目和教学内容

……（可根据章节内容和教师自身理解和安排，自拟授课题目，这一点视自

身情况而定）

本节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第十章第三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的

重要内容。我校教学团队尝试将教材体系进行了一定的重构整合，转变为更适合

高职院校学生学情特点的教学体系，本课是文化建设教学专题部分“金课”理念

下指导的重点教学内容之一。本课的学习，旨在唤醒高职院校学生的文化内生动

力，主动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要求，强化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信念，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二）学时安排

本课是第十章第三节第三目的重点教学内容，所需学时为 1学时。

（三）学情分析

本课的授课对象是本校产品设计专业的一年级学生，在前置学习中，学生已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有了概括性的了解，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的感知，欠缺理解。

1.知识储备

已基本了解文化的广义狭义概念；已基本了解我国当前文化建设领域的重点

工作方向。

2.能力水平

已初步掌握辩证分析的能力，有一定的理性思考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部分

学生已有文化强国意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初步感知。

3.学习特点

“00后”们思维活跃、意识自主、表达欲望强烈；对融媒体领域的文化传播

很感兴趣，信息获取量强大；喜欢在实践活动中自主建构思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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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理解文化自信内涵，理解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2）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境况，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

坚实根基。（3）探究提升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强国的实现路径。

2.能力目标

（1）通过“一带一路”上文化案例的古今对比，以及未来展望，提高学生理

论联系实践的能力，提升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辨能力。（2）通过自主探究性学习

活动，提升思维逻辑的自主建构能力，更为全面、客观、深刻地看待文化问题以

及更多的其他热点问题。（3）通过素材比对等任务，提升文化信息筛选能力，

在海量的舆情信息前，增强理性思维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1）树立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信念，坚定文化自信，

助力高职院校学生的精神力量。（2）更好地理解文化自信是对每一个人的普遍

性要求，加强提升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强国的信心。

（五）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理解文化自信的内涵；分析“一带一路”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境遇，理解强

调文化自信的原因。

2.教学难点

探究提升文化影响力及提升文化自信的努力方向，肩负起“一带一路”文化倡

议决策下的自信与自觉重任。

（六）教学方法

1.讲授法

通过形象生动地讲解，引导学生理解教学知识点。

2.案例教学法

学生根据典型图片、视频案例，思考探究，感悟提升。

3.任务驱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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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文化自信领域的热点案例、图片视频，形成问题链，驱动学生自主探究，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供思路与框架，引导学生发散思维，自主建构知识体系。

4.合作探究法

根据组间同质—组内异质原则，组织学生进行分组学习讨论，贯穿始终，提

高学生学习效率和团队意识。

（七）参考资料及教学资源

1.参考文献

（1）《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求是》2019年第 12

期。（2）《关于坚定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的四个维度》，《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9年第 11期。

2.网络资源

（1）“学习强国”学习平台：https://www.xuexi.cn/。（2）“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在线课程（金华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教学内容

（一）签到考勤，课堂开启（2分钟）

【教学活动】在线签到+复习提问

【教学内容】授课应用平台扫码签到；巩固复习前课重点知识。

【师生互动】教师在授课应用平台开启扫码签到，学生利用移动端扫码或者

输入课堂验证码完成考勤；教师通过平台进行滚动点名，抽查提问学生回答前课

重点知识。

【设计意图】利用手机缩短传统点名的冗长用时，提高课堂效率，让课堂在

趣味中拉开序幕。

（二）新课导入，创设情境（3分钟）

【教学活动】图片赏析+线上投票

【教学内容】你认识它们吗？（图片展示“一带一路”上我国的四个非遗瑰

宝：艾德莱斯、桑皮纸、裕固族服饰、兰州太平鼓。）

【师生互动】应用平台投票：你认识图片中的哪些非遗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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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讲授】通过投票统计，看来大多数同学们对于以上这几个名字并不熟

悉，甚至可能有人一个都没有听说过。图 1，艾德莱斯是新疆地区的一种土产丝

绸；图 2，桑皮纸也是流传在新疆地区的一种古代工艺造纸，有着千年历史的桑

皮纸被称为人类纸业的“活化石”；图 3，裕固族主要聚居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和酒泉黄泥堡地区，裕固族男女都穿高领、大襟有衽的长袍，因此裕固族

的传统服饰是“一带一路”上的一抹美丽文化风景；图 4，兰州太平鼓是一种具

有浓郁西北风情的汉族鼓舞，主要流传于甘肃兰州、酒泉等地，兰州太平鼓素有

“天下第一鼓”的美誉，又与安塞腰鼓、威风锣鼓、开封盘鼓、凤阳花鼓并称为

“中华五鼓”。其实以上这四个名字都是从古丝绸之路上流传至今的一些非常优

秀的民间传统文化，而且它们已都被评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设计意图】以图片展示的方式，结合应用平台线上投票，营造一个更为形

象的情景，打造较为轻松的课堂预设，提升学生的主体作用，增强体验感，实现

教学的循循善诱，同时也为接下来的教学重点难点的突破做好问题铺垫。

（三）新课讲授——回顾历史辉煌（5分钟）

【教学活动】引导阐述+案例分析+视频链接

【教学内容】以艾德莱斯为例，对曾经的丝绸之路上的繁盛的文化，做一个

历史性的回顾，为接下来的深度审视做铺垫。

【师生互动】教师引导阐述，学生观看视频，利用教学应用平台进行实时的

弹幕互动。

【案例解析】《艾德莱斯的昨日辉煌》：艾德莱斯，其实是新疆地区的一种

土产丝绸，两千多年前，艾德莱斯第一次出现在了古丝绸之路上现在的和田一带。

从此以后，这样一种丝绸文化就越来越走向繁盛，当时的和田老百姓，可以说，

家家都掌握了艾德莱斯的传统技艺，当时的和田古城，更是天天都是丝织声不绝

于耳。对内，艾德莱斯大量进入中原市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对这

样一种极具特色的丝绸都是爱不释手，对外，艾德莱斯更是远播中亚、中东，甚

至地中海的沿岸各国。也正是艾德莱斯的如此兴盛，使得和田成为当时西域三大

丝都之一，中外丝绸贸易更是络绎不绝，艾德莱丝绸的名声远播国内外。

案例选取依据：艾德莱斯是“一带一路”上的中华文化瑰宝，学生对于江南

地区的丝绸文化有一定了解，但对艾德莱斯却几乎从未听说，因此，拿艾德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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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的今昔对比为例，可以有力地论证“一带一路”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状况

的今昔反差，具备典型性。

【视频欣赏】《神秘的艾德莱斯绸》视频片段，视频主要介绍了艾德莱斯的

传统制作工艺与艾德莱斯制作成品的瑰丽。

【设计意图】通过具体案例的叙述与视频素材的运用，让学生们更为直观地

感受到“一带一路”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辉煌，为接下来的今昔对比做进一步

探究，做好理性与感性分析的基础。

（四）新课讲授——审视当前境况（13分钟）

【教学活动】引导感知+推演设问+在线思考+教师讲授

【教学内容】递进式设问分析：为什么这些曾经如此辉煌的文化瑰宝在现代

人面前变得如此陌生？为什么这些曾经的辉煌，会面临当今传承上的如此窘迫

呢？

【师生互动】教师提出递进式设问，学生进行在线答题，将思考结果上传至

教学平台，教师进行提炼升华。

（学生回答范例 1：我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不够，身边有哪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内容和意义，这些文化从哪里起源等问

题，我们都缺乏了解，以至于有时候对传统文化会出现偏见。）

（学生回答范例 2：崇洋媚外的人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在“墙外香”

的现象也曾出现，我们自己反倒不支持自己的文化了，甚至有人还否定。）

（学生回答范例 3：年轻人不喜欢过于老套的东西，原汁原味的东西不适合

日新月异的时代，感觉很多传统文化需要有改变，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教师总结】同学们刚刚从多个角度对这个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归纳一

下几位代表性的回答，主要是三方面原因。第一，是文化认知的匮乏：有时候我

们会犯这样一个错误，那就是在没有充分了解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的前

提下，就极端地将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定为是守旧的，是古板的，是应该

被我们抛弃的，就像艾德莱斯，之前课堂上有些同学提出觉得这些花纹太过于艳

丽，和她们现在的审美不一致，但其实，艾德莱斯在维语中的意思是“布谷鸟翅

膀上的花朵”，这些鲜艳的背后，是人们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自然的赞叹。第

二，是文化认同的缺失：有部分国人有一种极端的思维定式，那就是外国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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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比较圆。对于外来文化的热衷与追捧，使得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些

洋文化面前，一点点丧失了地位。第三，是文化能动的颓丧：当我们在认知层面

进行错误定性后，我们也没有再去做一些能动的努力和尝试，事实上，这些古老

而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绝非是固定的，它们都是活的系统，需要我们每个人对

它们进行积极的改造行动。

【设计理念】优秀传统文化如此境遇的原因是本课的重点内容，首先开展线

上主观题思考，锻炼学生的自主思辨能力，提升学生的课堂主体作用，考虑到该

重点的把握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在学生讨论基础上需要进行总结提炼，结合案例，

结合学生实际生活体验，降低问题理解的难度，实现教学重点的突破。

（五）新课讲授——探究重振重任（15分钟）

【教学活动】小组讨论+教师总结+案例分析+视频链接

【教学内容】问题分析 1：如何更好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而推演出，

应当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问题分析 2：请进一步思考，从大学生角

度，如何具体实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呢？

【师生互动】教师提出设问，学生展开小组讨论，组长将讨论结果上传至教

学平台，教师进行总结提炼。（学生回答范例 1：根据前面的原因，我们小组的

主要观点是，要加深对文化的认知，我们必须努力获取大量的知识来充实自我的

头脑，在获取知识的同时，我们要注意信息的多样化，不能一味选择快餐式的文

化信息，应该多多沉下心来了解一些更为深刻、更有底蕴的文化信息；另外，我

们要注意加深理解和加强信息的甄别。）（学生回答范例 2：我们小组的主要观

点是要加强文化认同，在充分且客观的认知基础上，我们要学会尊重，更要学会

认同，我们尊重异国的文化，认同本国的文化，我们并不否定对外来文化精华的

吸取，但吸取是为了更好地自我强化，而非全盘西化。）

【教师总结】两组同学提出的观点，其实就是要加深文化认知和加强文化认

同。提及文化的认知和认同，除了以上两点，教师还有一些其他的建议，那就是

在认知和认同的基础上，还要勇于文化创新和积极进行文化实践。

【案例解析】总书记在各类场合的演说中，经常会引经据典，向世人展现我

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例如，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的招待会

上，就引用了孟子中的一句经典：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他在用我们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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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用传统文化的语言向世人宣告，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耻辱。再例如，总书

记在德国科尔博基金会发表演讲，引用了《司马法》中的一句经典：国虽大，好

战必亡。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向世人展示一个爱好和平的中国、求同存异

的中国。案例选取依据：总书记在国内外多个场合谈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

了中国政府与人民的精神志气，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用此案例论

证加深文化认知和加强文化认同的两个努力方向，具有选取意义。

【视频链接】《艾德莱斯炫昆仑》——视频主要展示了“艾德莱斯炫昆仑”

大型文创活动中，设计师将艾德莱斯元素进行创新融合后，推出的一系列特色文

创作品。

（六）课堂小结，作业布置（2分钟）

【教学活动】总结阐述+在线作业

【教师总结】本堂课，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树立文

化自信与自觉有了更深的感知和更强的动力。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通过今天的

学习，能主动地承担起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己任，因为强国的明天，必然也是文化

繁荣的明天！

【在线作业】1.结合自身专业，设计一个体现中国风元素的文化创意作品；

2.完成一个调研任务：《身边的中华文化推动者》，以微视频的形式，上传至教

学平台。

三、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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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阅读书目推荐

（1）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程恩富：《文化经济学通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五、教学总结和反思

1.问题引领式探究，构建严密逻辑

本课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基本逻辑推演为设计思路，形成问题

链，层层推进，推演结论。

2.任务驱动式探究，突出主体地位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设置了线上线下探究、小组讨论、图片视频赏析、案例

分享等多元任务，切实改变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言堂”的现象，坚持灌输性

与启发性的统一，突出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3.线上线下式教学，展现信息化新貌

借助网络教学平台的讨论、答题、弹幕等功能，采集教学全过程信息，以可

视化形式展示，有效解决了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教学工具单一性的问题，同时

有效改善了大班化教学人数多而导致的兼顾性低下问题，有效提升学生参与度，

提高了学习积极性和课堂效率。

此外，就本课的实施效果来看，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主动性还有待进一步提

高，学生的理性思辨力还有待加强，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深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