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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及案例简介:《汽车保险与理赔》是汽车吊专业的基础课程，开设对象为新能源汽

车技术专业及汽车制造与维修专业大二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汽车保险与理

赔的基本知识，正确认识汽车保险的职能与作用，明确汽车保险在车辆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

掌握汽车保险承保与理赔的业务流程，熟悉事故车辆的损失确定方法:具备较熟练的开展汽

车保险业务、事故现场查勘、确定车辆损失的技能，为以后在汽车保险行业从事相关工作打

下一定基础。

“风险与风险管理”是本课程的先导内容之一，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它的存在与客观环境及一定的时空条件有关，并伴随着人类活动的开展而存在，

没有人类的活动，也就不存在风险。车主购买汽车之后，面临着各种不同的风险，学习风险

知识和风险管理知识之后，就能对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管理。这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

在弘扬爱国主义、培育珍爱生命、注重防灾防损理念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例是关于“风

险与风险管理”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1.教学与育人目标

1.1 知识传授目标

1)掌握风险的含义、要素与分类。

2)了解风险管理的含义及程序。

3)了解主要风险管理技术。

1.2 能力培养目标

1)通过本堂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对汽车进行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会判别可保风险。

3)通过小组讨论、线上学习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1.3 思政育人目标

1)通过对风险案例的学习，提升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2)通过对风险管理技术的学习，培育学生珍爱生命、注重防灾防损的理念。

2.教学策略与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设计



2.1 教学策略

本节课程采用“案例导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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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风险管理”使思政铸魂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实现思政教育

从达情达意到人脑人心。

2.2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设计

2.2.1 搜集资料，多屏联动(课前)

课前请学生搜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风险事故案例，并将案例及感想发布到智慧职教“主

题讨论”栏目。以投屏的方式呈现学生作业，再由教师进行重点梳理，同时教师也利用 PPT

课件展示部分学生没涉及到的风险示例，引出知识点①“风险的含义、特征”。

【设计意图】通过课前准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让学生在准备过程中体会风险的

普遍性，培育珍爱生命、注重防灾防损的理念，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

2.2.2 知识讲解，构建框架(课中)

1）图片展示，案例导入:通过 PPT 课件展示“无时不在，无所不有的风险”案例，并请

学生积极讨论，谈自己的感想，通过这种直观的图片展示，让学生更加认识到风险的普遍性、

不确定性，认识到生命的脆弱与可贵，认识到国家在抵御风险与抗震救灾工作中的不易，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学生珍爱生命、注重防灾防损的理念。并请学生思考“风险有什么特

点?”由此引出知识点②风险的特征——客观性、普遍性、社会性、不确定性、可测定性。

2）构建知识点框架:以框架图、流程图的形式为学生讲解风险的三要素及三者之间的关

系、风险管理的过程等知识点。帮助学生快速构建知识体系，弄清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

加深印象。

【设计意图】图片及框架图展示，增强视觉冲击，帮助学生快速建立知识体系。在思政

方面，通过系列图像的呈现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培育

学生珍爱生命、注重防灾防损的理念。

1）视频播放:播放《风险的分类》微课视频，通过这种直观的多媒体教学，丰富课堂活

动，吸引学生注意力，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到较为简单的知识点。

2）表格总结:对风险的分类、风险处理技术及其运用等逻辑性较强的知识点采用表格总

结的方法进行梳理，让学生快速掌握课堂所学知识。

【设计意图】表格形式能更加清晰直观的显现出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思政方面，

通过对风险管理技术的学习，是学生了解到了科学的抵御风险的方式，也进一步培育了学生

注重防灾防损的理念。

2.2.3 小组活动，讨论学习（课中）

1)小组活动:由教师创设情景，提出问题：“一位心脏病患者投保了意外伤害险。某日被

突如其来的汽车紧急刹车惊吓而亡，能否获得保险赔偿？”，让学生分组自由讨论，结合所



学知识点进行判断，加深对风险三要素的理解。

2)理论总结:知识点④风险三要素的关系:判断风险事故和风险因素的标准就是看其是

否直接引起损失。

【设计意图】采用“小组讨论”的教学方式有效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语言表达能力。

2.2.6 协同线上，立体覆盖(课后)

1)智慧职教线上评价，数据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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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定期在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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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职教课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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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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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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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常见风险事故的讨论分析，能够让学生认识到风险的普遍性、

不确定性等特性，认识到生命的脆弱与可贵，认识到国家在抵御风险与抗震救灾工作中的不

易，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学生珍爱生命、注重防灾防损的理念。

2)知识传授成效:本案例选取了《汽车保险与理赔》中“风险与风险管理”一节，进行

了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第一，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大量案例图片的导人，深入浅出，易于学生

的理解和接受;第二，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讲练结合，帮助学生快速有效掌握知识内容;

第三，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以小组互动活动的形式培养了学生团队协

作、自主学生的能力。另外，结合了线上教学，增强了师生互动。

3)能力培养成效:本案例通过本堂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对汽车进行风险分析和风险管

理，会判别可保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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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反思

1)价值塑造反思:本案例基本采用图片的形式展示风险案例，虽然也比较直观，但与教

学视频相比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的作用稍弱，因此适当的将更多的教学视频植入到课件或智慧

职教中，更加符合职教教育学生的学习特点，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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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于当前经验不足，在知识点的迁移与内容的深化上还需要多加挖掘，虚

心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求教，把握好知识的难度阶梯，促进学生进行深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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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系统的、

长期的、动态的过程。而当前对于实践平台的搭建、线上账号的管理和运营尚不成熟，需要

在今后进一步地落实和细化。

综上所述，课程思政是课程建设的灵魂，学科专业知识、理论是课程思政的载体，把二者有

机地融合起来，真正地将思政融入到课程的学习中，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把学生

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和谐发展与健康个性相统一，富有社会责任感，具有较强创新精神

和相关专业实践能力的专业性人才。本案例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中结合了风险意识的培养，积

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教学模式上紧跟时代，以线上+线下、“小组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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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生将所学

知识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成为防灾防损的践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