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以“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结合护理专业为例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思政课部，张红六

课程类型:公共课程 学科门类: 哲学—01

课程及案例简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是公共课的基础课程也

是必修课程，开设对象为高职所有大一年级学生。这门课程的主要特点，是进行毛泽东思想

基本原理的教育，帮助学生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

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懂得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

发展和革命运动的规律，认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和

发展中国。这门课比较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教育，进

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着眼于引导和帮助考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和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有助于培优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合格的接班人。

“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是本课程的核心内容之一，如何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感受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魅力，反对神化、妖魔化和非毛化等错误思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让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本案例是关于“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的思政教学在护理专业

中的体现设计。让思政元素在护理系专业中充分体现。要活学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在工作当中更好的做到理论联系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

是认为书本知识学会了 学好了就可以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的错误理论了，更要用辩证发展的

眼光看待问题，要认识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那就是要活学活用

毛泽东思想获得灵魂。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1.教学与育人目标

1.1 知识传授目标

1）了解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及过程。

2）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

3）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1.2 能力培养目标

1）运用科学的历史唯物史观科学评价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



2）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实践观，看待毛泽东思想第一次理论飞跃；

3）感受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魅力，反对神化、妖魔化和非毛化等错误思想，抵制历史虚

无主义，让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1.3 思政育人目标

1)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认识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

2)通过对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认识到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永远要靠

实践来证明。

3)通过对毛泽东个人的魅力，让护理系学生认识到实践出真知，要对病人对症下药才能，

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纸上谈兵。

2.教学策略与教学实施过程设计

2.1 教学策略

本节课程采用“问题驱动”与“互动教学”的授课方式，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了线上教学

与实践环节，通过讲授“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让学生认识到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

从而让学生不仅要努力扎实的学好各们专业知识，更懂得要经过实践去验证的道理，实现思

政教育与专业相结合的道理，达到入脑入心。

2.2 课程教学实施过程设计

2.2.1 搜集资料，多屏联动(课前)

课前请学生搜集毛泽东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如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红军长征时期的毛

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以及解放战争等，特别是《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对白求恩的

高度赞扬精神，鼓励学生主动挖掘寻找毛泽东个人的优秀魅力以及毛泽东如何在苦难中成长

成为一代为人的过程。可以让学生发货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上台演讲一分钟，或者，再由

教师进行重点梳理，引出知识点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设计意图】通过课前准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了解作为医护人员的重要性，为

国为家的家国情怀，潜移默化中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将来成为一名医护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重

要性。

2.2.2 课程学习，启发引导(课中)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并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标志着毛泽

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设计意图】通过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让学生感受到要想做好一件事，想要成功不

付出努力甚至是一辈子的心血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让正在成长中的学生努力学习刻苦



钻研艰苦奋斗的重要性。

1）视频播放:《井冈山》相关片段特别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以来，中国

革命蓬勃发展的欣欣向荣的景象，让学生深切感受到中国革命需要一个真正懂得理论联系实

践的中国通，而不是一点不懂的中国国情的的国级共产主义代表李德的指导，和夸夸奇谈脱

落实际的博古。让学生认识到只有理论联系实践才能最大的发挥自己的潜质和能力。由此引

出知识点—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讲解知识点：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设计意图】通过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证明了，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特别是作为一名

医护工作人员在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中，一定要辩证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联系

实际去看待问题，千万不可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主管主义的做法。这才能对症下药、救

死扶伤。

1945 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2）视频播放:《开国大典》的精彩片段，以及党的相关会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对社会主义改造提出的见解。启发学生中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站

起来的自豪感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思考中国形象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与党的正确领

导和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想结合的论断，由此让学生体悟个人发展与国

家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鼓励学生肩负起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激发学生的强国梦，坚定学

生争做时代新人的理想信念。引出知识点—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3）理论上升:讲解知识点。一是讲授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了人民民主

专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问题。二是阐述讲解毛泽东明确提出把“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

会主义道路”的任务。三是讲授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的论述。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理论和实践，把握特殊性与普遍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使学生在思考过程

中充分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设计意图】整体上由钱入深便于学生接受。在理论层面由浅入深地的探讨毛泽东思想

的发展的意义，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也会走弯路也会痴迷于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因

此在革命建设中，在日常生活中，都要摒弃这种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想法。而作为护理专业

的学生更不能拥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更需要把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去，为病人服务。

2.2.3 翻转课堂，讨论学习

1）翻转课堂:由教师给出毛泽东相关的视频和图片，让学生根据兴趣分组并自由讨论“中

国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会怎样，为什么”。

2）分享互动：让学生积极参加自己或小组讨论的结果和大家一起分享。

3）理论总结:知识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设计意图】以上选取的问题具有典型特点，让学生意识到无论是谁都必须要做到实事



求是，走群众路线，就是一定要对自己知根知底，了解自己国情才能做出正取的政策和策略，

而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方式则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

让学生们感受到对待病人更不能纸上谈兵，而要结合病人本身的体质、特质才能更好的对症

下药。

2.2.4 知识迁移(课中)

1）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和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成果，是不是

从此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了，就不需要在经过创新和发展了，

只需要按照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就可以了，引发学生思考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

三个代表、习近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是基于什么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引

导学生认识到没有任何理论是不需要发展的，都是要在实践当中去不断的理论创新和改革。

2）结合新时代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和习近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用讲授

法和案例分析法，引导学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论断

的表述，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华美学精神的本质与内涵。

【设计意图】通过知识串联的方式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加深学生对新中国所取得

的成就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另外，通过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引导学生更

好地了解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更要结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帮助学生建立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

2.2.5 拓展思考(课中)

通过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借鉴以及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遇到的问题，在中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如何处理自身建设和国与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横向比较的方式开拓学生思维，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

通，我国社会主义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另外，还要引导学生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富强的

背后是靠赤裸裸的剥削和压榨得来的，联系当前国级局势美元和人民币的较量来增强建设社

会主义的信心，坚定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设计意图】通过横向比较的方式不仅能够实现知识的有效延伸和拓展，同时还能够让

学生在学习中进一步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

而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同时结合护理专业的 学生也要互学互签，向不同专业、不同科类

的医学去学习，这样才能更好的服务与我们的病人。

2.2.6 协同线上，立体覆盖(课后)

1)线上评价，数据呈现:通过智慧职教发出问题，每节课后请学生根据“课程难易度”

“知识掌握度”等要素对本次课堂做出评价，进行线上打分。另外还可以借助数据平台的记

录将学生的成长轨迹进行数字化、可视化的呈现，以便教师即时调整教学内容。

2)线上答疑，增强互动:教师定期在智慧职教上发布课前预习任务以及相关学习资料并

通过建立微信群、钉钉群、QQ 群等方式加强与学生的联系互动，帮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提高其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



3)线上发布，扩散传播:将理论授课与学生实践相互融合，组织学生以护理专业为题材

进行创作，在创作中如何提现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些问题，并将其中的优秀作品通过微信公众

号、抖音号等 APP 进行线上发布，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创造力。

【设计意图】线上教学贯穿课前、课中和课后 3 个环节，运用新媒体技术不仅能增强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能提高学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定

期的作品发布活动还有助于学生实践平台的搭建以及课堂联动的互动，从而实现让学生在参

与中体验，在体验中认同，在实践中内化，促进学生能够辩证的运用马克主义毛泽东思想等

理论。

3.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成效与反思

3.1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成效

1)价值塑造成效：首先，对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的讲解能够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与

民族自豪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精神认同；其次，通过毛泽东本人的个性体现出爱国、

尚真、善美等主流价值观以及经典的红色革命故事，能够让学生深切感受到幸福生活的来之

不易，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最后，本门课程还结合了护理专业特点鼓励学生，通过拓展

学习武汉抗疫事列能够让学生全面客观地正确认识到自己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也认识到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的使命和担当。

2)知识传授成效:本案例选取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中“毛泽东思

想及其历史地位”一节，进行了案例教学设计。第一，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大量的视频音像资

料的导人，深入浅出，易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第二，注重知识的拓展和迁移，勾连古今中

外，横纵拓展，能够帮助学生有效掌握知识内容；第三，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对学生思维方式

的培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当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另外，结合了线上

教学，增强师生互动，并结合专业特点将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学以致用。

3)能力培养成效:本案例通过对毛泽东个人魅力的赏析，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认知能

力和辨别能力。分析能力，通过翻转课堂、讨论学习等教学方式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另外，通过结合线上的教学模式，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及自主学习

的能力，为今后的学习与创作打下一定基础。

设定职业发展需求教学环境，营造轻松愉悦学习氛围，学生在角 色假定中进行学习体

验，获得满足感和成功感，最大程度地激发学习 潜能，突破自我，成为课堂主人，达到良

好学习效果。

3.2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反思

1)价值塑造反思:本案例基本围绕“具象知识一理论知识-实践能力-传播能力”的四维

路径展开。其中课程案例的挑选与讲解是价值培育的重要一环，而目前教材中所选用的多为

过去的经典案例，与如今“00 后”的认知存在一定差异，因此需要挑选真正具有思想性、

艺术性、时代性的作品，贴近当下大学生的心理，实现思政内容与课堂内容的紧密融合。



2)知识传授反思:本案例结合了线上教学与“翻转课堂”的模式，力图构建立体多维的

知识价值体系。但由于学生的理论知识相对比较薄弱，知识的迁移性有一定难度理论教学平

台针对性强但比较单一，没有相关的实践基地，理论教师对于专业护理课程了解较少不能很

好的融入学生。缺乏共情感教学效果相对比较薄弱。

3)能力培养反思:专业知识与价值理念的提升离不开实践环节的培养，这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情，这需要不断的学习理论—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漫长过程，只有这个过程才能不

断的锻炼出自己的动手能力。课程达成既定教学目标，然而在教学过程中，面对学生认知水

平 与接受能力有差异的现状，教师虽有针对性地采用分层学习资料进行探索和改善，但如

何保证不同层次学生均获得良好学习效果是未来 努力方向，还需优化对不同层次学生学习

效果的监督检测与反馈。

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课程不仅是立德树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主渠

道，而且要学生认识到学习理论必须要结合实践去认知。不能脱离实践去学习理论，一定要

结合起来。本案例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中结合了护理专业的学生，引导学生深入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相

关表述。在教学模式上紧跟时代，以线上+线下、“翻转课堂”等方式增强课堂的思想性与趣

味性，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并结合专业特点，鼓励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看问

题并处理问题，通过自己的专业去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中去，成为一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

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