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一章 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教学实施报告

一、教材的地位、作用及特点

本章节的特点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较强的理论性、突出的综合性、鲜明的实践性等特

征，帮助学生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性。这部分内容

是思想教育前提。

二、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正确理解理想信念的含义与特征，明确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具

有重要意义。

2. 能力目标：帮助学生认清自己的社会责任，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帮助大学生

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精神境界，牢牢把握理想信念这个核心。

3. 德育目标：帮助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成长为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图一：教学目标

三、教材的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理想以及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

性。

2.教学难点：理想与信念的关系。

四、教法

1.创设问题情境，充分调动学生求知欲，并以此来激发学生的探究心理。

2.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就是把教和学的各种方法（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等）综

合起来统一组织运用于教学过程，以求获得最佳效果。

3.注重渗透教学思考方法（联想法、类比法等一般科学方法），培养学生的探索能力和

创造性素质。

4.注意在探究问题时留给学生充分的时间，以利于开放学生的思维。

五、学法

1.培养学生学会通过自学、观察、实践等方法获取知识，使学生在探索研究过程中分析、

归纳、推理能力得到提高。

2.让学生亲自经历运用科学方法探索的过程，引导学生以可靠的事实为基础，经过抽象

思维揭示内在规律，从而使学生领悟到把可靠的事实和深刻的理论思维结合起来的特点。

3.在指导学生解决问题时，引导学生通过比较、猜测、尝试、质疑、发现等探究环节选

择合适的概括、规律和解决问题方法，从而克服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促进知识的正向迁移。



这样，既有利于学生养成善于比较的好习惯，又有利于培养学生通过现象发掘知识内在本质

的能力。

主要是通过教材和相关资料的阅读，理解理想、信念的含义和特征；收集一些成功

者的事例，分析理想信念对青年人成长的作用。

图二：教与学良性互动

六、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导语设计的依据：一是概括了旧知识，引出新知识，温故而知新，使学生的未知欲

望。这是教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总结上章内容，导入新课。（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有关大学生理想信念的论述；案例分析-马克思、居里夫人等。）

2.讲授新课

在讲授新课的过程中，突出教材的重点，明确分析教材的难点。重视教材中的疑问，

适当对题目进行引申，使它的作用更加突出，引导学生交流、讨论得出新知，并对下一步提

出下面的问题。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串联、积累、加工，从而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主

要是进行问题探讨：个人的生存发展、奋斗志向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有什么联系？为什

么说理想信念问题解决好，才能获得人生的正确方向和强劲动力，才能有充实的精神生活？

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谈谈应该怎样对待并处理在理想追求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等问

题，来进行讨论和分析。

3.课堂小结

课堂小结的目的是强化认识，可以把课堂传授的知识尽快地转化为学生的素质；简

单扼要的课堂小结，可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政治课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并且逐渐地培

养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

小结：正确理解理想信念的含义与特征，明确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成长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4.板书设计

直观地、系统的板书设计，及时地体现教材中的知识点，以便于学生能够理解掌握。

第一章 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

一、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成才

1、 理想信念的含义与特征

2、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



3、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

4、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5.布置作业

注重训练学生对重点和难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体现教学目标，从而达到运用新知，解

决新情，实现“知”与“行”的统一。 社会调查：在现实生活中理想信念的建设方面还存

在哪些问题？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七、小结

在整个课堂中，注重引导学生温习学过的知识，并学会把它运用到对新的问题的认知，

使学生的认知活动逐步深化，既掌握了知识，又学会了方法。（见上面 3.） 1.对教材的处理

根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知识的跨度、学生的认知水平，对教材内容有增有减。 2.
教学策略的选用

（1）运用模拟（如案例再现、现场讨论等）活动，强化学生的生活体验，有助于提高

学生的兴趣，有助于充分调动学生现有的知识，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也有助于实现理论知

识与实际生活的交融。

2）组织学生探究知识形成新的知识。即学生在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做既有利于发展学生的理解、分析、概括、想象等创新思维能力，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力求实现教学过程与教学效果并重，知识与能力并重的目标。

八、结束语

本课程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学法为重心，以问题为基础，以能力、方法

为主线，有计划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观察和实践能力、思维能力、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和创造能力，并且从各种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教学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兴趣，放手

让学生自主探索的学习，主动地参与到知识形成的整个思维过程，力求使学生在积极、愉快

的课堂气氛中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