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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教师教学基本功教学设计

单位：惠东县惠东职业中学 姓名：张曼娜

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课程属性 公共基础课程（必修）

授课题目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兴盛
授课对象 2022 级 2210 工艺美术班

授课学时 1学时 使用教材

《经济政治与社会》（第 4版）

（2022 年修订）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授课教师 张曼娜 教学时长 40 分钟

二、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了解文化的多样性，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

能力目标
具有辨识文化的能力，增强践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行动力。

态度目标
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态度，培育共筑文化强国梦

的情怀，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信念。

三、内容分析

课程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职教育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2020

年 2 月，教育部颁布了《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20 年版)，

在新课标的课程基础模块设置方面，将原有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扩

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在原有知识结构基础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独立单元调整整合。目前，由于新课标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统编配套教材还未出版，本课程选用原有相同模

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第 4版）（2022

年修订）教材。

章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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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分析

本课选取内容是第五单元第 13 课“坚定文化自信”第一框“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本单元，通过学习了解到以改善民生为重

点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要求，本课学习内容

属于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明确新时代中职生的责任和使命，不仅是发展成果的共享

者，更是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生力军。

内容要点

1.文化的多样性。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

3.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意义。

4.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措施。

教学重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

教学策略

巧用翻转课堂，通过课前发布任务，学生自主探究，邀请学生分

享讲解收集到的资料，体现以生为本，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帮助学生在自我探究中构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内涵，内化感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性，从而突破重点。

教学难点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措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教学策略

通过习语学习，引导学生从中总结归纳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措施，同时结合学生在校参加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教师点拨升华，

提升学生的文化自觉，增强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坚

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攻破难点。

四、学情分析

认知基础

分析

本课教学对象是高一工艺美术专业的学生，学生思维活跃，易受

多元文化影响，愿意接受信息化，翻转教学互动，但政治理论基础薄

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缺乏全面的认识。

学习能力

分析

本专业学生会主动利用新媒体手段获取中国文化，特别是本土文

化相关动态和社会热点，但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文化思潮缺乏理性的

认识和分析，优秀文化践行能力有待提升。

思想状况

分析

本专业大部分学生在现实生活中能够热爱中华优秀文化，但文化

自信不够，需要正确引导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有更宏观的认识和清晰的了解。

五、教学理念与方法

教学理念
本课以“内容为王、形式为金”的理念构建课堂教学，通过“师

生两位一体双驱动”，构建“以问题链层层启发引导”的课堂模式。

教学方法 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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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钉钉群

六、教学流程图

课前预习

导学
发布预习任务，要求学生收集与自己本地文化生活有关的资料。

课中环节

实施

课后拓展

延伸
全班举行一次“最美宿舍”评比活动，展现宿舍学习风貌和文化气息。

七、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和策略 教学活动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一、

课

前

预

习

导

学

课前导学 1. 教师在钉钉班级群发

布预习任务，要求学生收

集与自己本地文化生活有

关的资料。

2.在钉钉班级群设置互动

环节：发布作业、分享优

秀作业，发起投票推选学

生代表课堂上展示分享。

1. 学生结合生活体验，

通过网上查找以及翻阅

材料，寻找惠东本地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先

进文化的资料，在钉钉

群提交预习作业。

2.学生在钉钉群参与投

票活动。

设计意图



4

1.通过自主寻找材料探究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学习效率。

2.课前的预习作业能让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学情以及判断学生对于预习

知识的掌握程度，便于教师实施本次课堂教学。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和策略

教学活动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二、

课

堂

环

节

实

施

一、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兴盛：

1.课程导言：“文化”

是我们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的

重要组成部分。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说到

底是要坚定文化自

信。”

2.播放关于“08奥

运”与“冬奥会”开

幕式视频。

3.引用习语：“文化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灵魂。文化兴国

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没有高度的文化

自信，没有文化的繁

荣兴盛，就没有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4.引出课题：要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需要我们坚定文

环节一：创设情境导入

1. 教师播放关于“08奥

运”与“冬奥会”开幕式

视频，引导学生在中华文

化博大精深的情境中感悟

文化自信。

2.结合情境，引导学生思

考问题：

①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提

及文化自信，对于我们的

文化，我们自信吗？

②坚定文化自信，我们该

怎么做？

学生观看视频，结合情

境思考、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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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自信，要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设计意图

通过视频情境导入，让学生从“08 奥运”与“冬奥会”开幕式由“我”

到“我们”，由“讲历史”到“向未来”的变化中，感悟我们的文化底气

和胸襟，领悟其背后彰显的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增强，由此引入坚定文化自

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课题。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和策略
教学活动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二、

课

堂

环

节

实

施

（一）文化生活面面

观：通过图片展示身

边的文化现象，说明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二）文化的多样

性：1.通过设置问题

情境，让学生感受文

化无时不有、无处不

在。2.通过来自不同

地区的同学乐于分

享家乡优秀文化，引

导学生正确认识和

对待不同性质、不同

地域的文化。

环节二：设置问题情境，

引导学生思考，：

①假如你的朋友来惠东旅

游，你将会带他去哪里

玩？吃什么？

②对于来自不同地区的朋

友，我们如何对待不同地

区的文化？

③文化的多样性体现在：

文化既有先进的、也有落

后的、还有腐朽反动、低

俗的，我们应如何对待？

学生观看图片，根据教

师引导，进行思考，各

抒己见。

设计意图

通过设置情境问题，融入惠东本土文化资源，贴近学生生活，引导学

生从身边文化生活中感性认知、理解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引导学生正确对

待不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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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和策略
教学活动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二、

课

堂

环

节

实

施

（三）建设文化强

国：通过引用习总语

录，设置疑问，引导

学生认识到，我们要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就必须大力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

环节三：引用习总语录

1.习语学习“没有中华文

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

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

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

量。”

2.引出问题：如果没有先

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

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

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

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会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吗？

2. 得出结论：我们要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

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

学生根据问题，进行思

考，回答。

设计意图

通过习语学习，使学生从理性分析中认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必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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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和策略
教学活动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二、

课

堂

环

节

实

施

（三）建设文化强

国：

1.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三个内涵：

通过翻转课堂，学生

展示，引导学生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内涵。

2.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意义：结合

学生展示分享内容，

教师点拨归纳，梳理

讲授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的意义意

义。

环节四：巧用翻转课堂。

1.邀请学生展示课前收集

到的关于惠东本地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

的资料，在学生展示分享

过程中，引导学生思考：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内涵是什么？

②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

2.对学生的展示分享进行

点评和总结。

1. 学生分别展示“我的

渔歌故事——惠东”、

“东江红都——高潭

镇”、并进行讲解介绍

。

2.学生在教师引导和自

我思索中理解感悟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意

义。

设计意图

通过课前发布任务，学生自主探究，邀请学生分享讲解收集到的资料，

体现以生为本，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学生在自

我探究中构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内化感悟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性，从而突破重点。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和策略
教学活动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二、

课

堂

（三）建设文化强

国：

3.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措施：（1）

环节五：引用习总语录

1. 习语学习“我们要加强

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1.学生结合语录阅读教

材，找出关键信息。

2.学生思考、自由讨论、

回答，共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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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节

实

施

通过引用习总语录，

指导学生结合语录，

阅读课本，互相讨论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2）结

合学生丰富多彩的

校园文化生活，引导

学生畅谈在建设文

化强国方面我们可

以怎么做？（3）结

合学生回答，教师点

拨归纳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的措施。

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

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

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

化。”

2.

2.引出问题：

①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

②作为一名中职生，应该

如何践行？

3.指导学生阅读课本，展

开讨论。

4.对学生的回答进行点评

和总结。

1、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要加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

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

2、要积极参加学校礼

仪进课堂、校园技能文

化节、科技创新大赛等

文化活动。

设计意图

通过习语学习，引导学生从中总结归纳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措

施，同时结合学生参加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教师点拨升华，提升学生的

文化自觉，增强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感，从而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攻

破难点。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和策略 教学活动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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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课

堂

环

节

实

施

课堂总结 环节六、课堂总结

教师展示知识结构图，引

导学生总结本课学习的知

识点及重难点。

学生看图回顾，根据教

师引导，总结本课知识。

设计意图

检查本节课知识点掌握情况，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结构框架，培养学生

总结构建知识的意识和能力。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和策略 教学活动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二、

课

堂

环

节

实

施

课堂练习 教师引导学生做题，点拨

分析。

学生根据教师引导阅

读、答题。

设计意图

强化学生学习效果当堂评价，以评促学，及时掌握教学目标是否达成情况。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和策略 教学活动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三、

课

后

拓

展

延

伸

课后拓展

宿舍是校园文化的窗口。

全班举行一次“最美宿舍”

评比活动，展现宿舍学习

风貌和文化气息。

学生围绕主题，自由讨

论，利用课余时间布置、

展现。

设计意图

通过宿舍文化活动，对中职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审美观、

就业与创业观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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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板书设计

九、教学反思

特色亮点

1.通过巧设问题链，设疑导思，层层推进课堂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通过精用本土资源，贴近学生，增强思政课亲和力，提升学生课堂

获得感。

3.通过巧用翻转课堂，学生展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和课堂参

与性，帮助学生在自我探究中理解、构建知识，从而突破重点。

4.通过引用习语学习，紧密结合教材，把党的有关文化建设的创新理

论成果与学生生活相结合，把理性阐释和感性呈现相结合，从而攻破

难点。

主要问题

1. 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有些独立思考和讨论环节时间分配不够充

足。

2.在课程互动环节，教师很难顾及到每一位学生的活动。

改进措施

1. 围绕教学目标设计，精设问题和论题，把握好教学节奏。

2.对于互动问题，后期可选择通过书面或者线上的模式进行展现，这

有助于教师掌握教学目标达成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