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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师范教育承担着培养“四有”好教

师的重要使命。本案例以《课程与教学论》课程为载体，深入挖掘课程蕴含的思

政元素，将教育家精神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构建了“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通过创新教学设计，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

育的有机统一，为培养新时代高素质教师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范式。概述案例的

背景与意义，说明课程特色、教学案例的创新点及其在课程教学中的价值。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与教学论》是面向教师教育学院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本课

程以现代课程与教学理论为理论基础，主要探讨课程发展的历史、课程的基本理

论、课程的基本内涵、教学与课程的关系、教学的理论、教学的历史等基本问题，

阐明课程与教学在学校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现代课程与教学在现代社会和

现代人发展中的作用，并对课程与教学的起源、发展、本质进行深入理论研究和

阐释，增进对课程与教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培养学生运用基于基本原理对当前课

程与教学改革和发展存在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能力。 

二、课程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结合《课程与教学论》的课程特点，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探索将思政元素系

统化融入路径。首先是设定课程目标包括：主要从知识层面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教

育家思想、教学伦理等思政元素，从能力层面探索培养学生在未来的教育教学中

融合思政元素的教学设计能力，从价值层面，聚焦培育学生“立德树人”的教育



情怀。 

其次结合教学内容以及对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对课程与教学的内容进行重

构，主要是将陶行知“教学做合一”、叶圣陶“教是为了不教”等教育思想融入

各教学模块；结合“双减”政策、课程思政等教育改革热点设计教学案例 

最后运用知识图谱技术构建“教育家精神-课程理论-教学实践”关联网络，

并利用智能评阅系统实现教学设计的个性化创设反馈与评价。 

三、案例教学目标 

本教学案例的目标涵盖知识、能力和素质三个层面，具体如下： 

目标维度 具体内容 

知识目标 1.掌握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的基本原理 

2.理解教育家精神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能力目标 1.具备融合思政元素的教学设计能力 

2.能够运用智能技术优化教学过程 

素质目标 1.树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理想信念 

2.形成扎根基础教育的社会责任感 

四、案例教学实施过程 

本案例的教学实施过程分为课前准备、教学实施、教学评估环节。 

环节 任务分解 具体实施 

（一）课前准

备阶段 

 

1.建设教学资源库： 

 

教育家经典著作电子资源； 

优秀思政教学案例视频； 

2.学生预习任务： 

 

线上学习教育家教育思想微课 

完成课前知识测试 

 

（二）课堂教

学实施 

 

 

1.理论教学模块： 

采用“案例+研讨”模式，如分析于漪老师

的教学思想； 

开展“教育家精神与当代教学”主题辩论 

 2.实践教学模块： 智能教学设计工作坊 



 虚拟仿真“课堂思政教学”演练 

（三）课后拓

展延伸 

 

1.实地调研： 

 

选择走访中小学观摩思政教学 

或者访谈一名教学名师 

2实践锻炼： 开展乡村教学帮扶活动 

参与课程思政资源建设 

（四）教学评

价体系 

 

1.过程性评价（60%）： 

 

课堂表现（20%） 

教学设计作业（30%） 

实践报告（10%） 

2.终结性评价（40%）：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方案 

教学实践展示答辩 

 

五、教学效果及反思 

教学效果主要是通过对学生的访谈以及问卷发放，观测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

以及对课程思政元素的理解情况。本课程在课程思政上的特色创新主要体现在一

是构建了“三维四阶”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三维即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四阶：认知-理解-应用-创新）；二是通过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的结合实现

了“三全育人”（全过程：课前-课中-课后；全方位：理论-实践-反思；全员性：

教师-学生-社会）。课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部分思政案例与专业内容融合

度有待提升改进措施主要是在未来结合课程特点建设更具专业特色的思政案例

库。 

本课程思政具备了一定的推广价值，主要是为师范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

范式，而且形成的教学资源可推广至教师教育领域，教学模式可复制到其他专业

课程。本案例通过系统化的教学设计，实现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

有效提升了师范生的专业素养和思想水平，对推动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创新具有重

要的示范意义和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