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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反思与改进
———基于“价值最小单元”的探索

谭 舒
(宁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宁波315000)

摘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所谓“价值最小单元”,即以最小

价值主题为核心所设定的一个包含完整教学环节的“闭环”。“最小价值单元”教学理念为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提供了新的方向:第一,课程设计应以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学生实际、学科特征的基本价值单元作为教学议

题,根据具体语境加以拓展,以最小议题为引领,将教学内容拓展为具有话题性的一个完整价值单元;第二,

课程设计既要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认知—感动—领悟—内化”等关键教育环节,又要兼顾开放互动、探索式

推进这一过程本身。基于“价值最小单元”的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应注重三个方面:在教学内容方面,以特

定的价值观念为议题,深度发掘议题的现实意义,设计符合大学生主体特征的课程议题;在教学艺术方面,以

“留白”的价值深意求创生,激发学生求知与探索的热情;在教学载体方面,以深切的价值情感促转化,搭建教

学内容与受教育者情感沟通的桥梁,促进受教育者情感的升华和知识的内化。基于“价值最小单元”的高校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反思应从三方面展开,即教育者能否拓展价值议题的深度与广度、能否激发受教育者对价

值深意的探究热情、能否促进受教育者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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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1]。2020年5月28日,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的通知》指出:“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要

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在全

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促使课

程思政的理念形成广泛共识,广大教师开展课

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全面提升,协同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的体制机制基本健全,高校立德

树人成效进一步提高。”[1]而今日的青年作为未

来勇挑重担的栋梁,正处于心灵塑造关键期,

具有自主进行价值探索与被价值引领的双重

需求。如何引导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使之认识到个体与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人

民幸福相互影响,认识到自身的时代使命及其

担当,成为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2]这个根本问题的关键。作为思

政教育前沿阵地,高校思政教学在课程思政建

设中理应起到示范作用,必须紧扣时代发展主

题,围绕思政教学改革之内在要求,探究课程

思政教学的具体内容及其特点。本文围绕全

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基于“价值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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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的教学理念,探索课程设计向度,为课程

思政教学设计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新思路。

  一、“价值最小单元”概念释义及课程

设计理念

  对“价值最小单元”概念的界定和阐释是

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思考与创新的出发点,

只有充分阐明其基本含义,才能在其基础上探

究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理念,推动新时代高校课

程思政教学创新与发展。

所谓“价值最小单元”,即以最小价值主题

为核心所设定的一个包含完整教学环节的“闭

环”,其中应充分考虑到围绕教学效果的达成

而展开师生互动,并以受教育者的接受程度为

教学效果评价的基础。“最小价值单元”为课

程思政教学设计提供了方向。第一,课程设计

应以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符合学生实际、符合

学科特征的基本价值单元作为教学议题。譬

如: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12个方

面的基本内容,需要根据具体语境继续拓展,

以最小议题为引领,将教学内容拓展为具有话

题性的一个完整价值单元。第二,课程设计要

充分 考 虑 受 教 育 者“认 知—感 动—领 悟—内

化”等关键教育环节,兼顾开放互动、探索式推

进这一过程本身。这一过程中既有课程设计

可控的部分,又有具体教学实践不可控的部

分;既有知识传递的内容,又有情感沟通的内

容。第三,以单一价值议题为核心的一个完整

课程设计环节,即为一个“价值最小单元”的最

终载体。

  二、基于“价值最小单元”的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探索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是开展课程思政教学

的重要一环,在遵循“价值最小单元”这一设计

理念的基础上,应注重对教学内容、教学过程

以及教学载体进行全方位设计,推动课程思政

教学实现以特定价值观念为课程议题,以“留

白”的价值深意求创生,以深切的价值情感促

转化。

(一)作为教学内容的“最小价值单元”:以

特定的价值观念为课程议题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要坚持“内容为王”,在

深刻阐明“最小价值单元”这一设计理念的基

础上将特定价值观念作为课程议题,深度发掘

议题具有的现实意义,设计符合大学生主体特

征的课程议题,进一步拓展课程思政内容的深

度及广度,以凸显课程思政教学的价值。

首先,选择有价值的议题进行教学设计。

所谓“议题”,就是指从开始设置议题之时就以

清晰的价值主线和价值基调作为总的引领,通

过切实的情境感知使受教育者对特定的议题

有更加深切的了解。而所谓有价值的议题是

指议题既体现价值判断的基本观点又包括学

科课程的具体内容,既具有开放性、思辨性和

引领性又体现教学的重点、难点,既可以成为

独立的单元又可以成为富有延伸性的“议题

群”。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

中,教师可尝试以最简明的方式,将抽象的富

有价值的主题和问题直接设计为一个基本的

“价值议题”,以创设思辨性情境、两难性情境

和生成性情境[3]。譬如,以电影《无问西东》教

学为例,可设置“爱国主义精神”“青年人的理

想与责任担当”“社会正义与社会情怀”“文化

传承与变革”等议题,突出教学重点,加强精神

引领。

其次,深度发掘议题的意义和价值。选定

议题应以当代教学理念为遵循,深挖议题的价

值。深度发掘议题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从以下

几方面着手:第一,深度挖掘议题的文化底蕴,

以深厚的文化底色给予议题以坚实的价值支

撑;第二,深度挖掘议题的现实意义,以丰富的

现实底蕴赋予议题以鲜活的现实色彩;第三,

深度挖掘议题的现实价值,拓展议题的内涵。

例如,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

出发,深入探究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

议题的意义与价值,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继承和弘扬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效

开展德育工作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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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设计中,

教师应注重发掘议题的意义和价值,深刻揭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渊源与文化基石,

以深厚的文化底蕴获得受教育者的认同和共

鸣;应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

社会层面以及个人层面的现实含义,为受教育

者提供价值选择和价值参考;应拓展议题的内

涵,积极引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诸多议

题,通过教育教学活动引导、帮助受教育者培

养家国情怀、文化素养、法律意识。

再次,寻求议题与受教育者的契合点。寻

求议题与受教育者的联系和契合之处,是得到

受教育者理解,引起受教育者共鸣,促进受教

育者提升思想认识、道德修养的重要方式。第

一,注重议题的契合性。“新课标”针对的是高

中生,因此课程教学设计应注重设置能引发

“议”的冲动的情境而烘托出“价值”,但在大学

本科阶段,则应注重设计与受教育者抽象思考

力相匹配的议题。引导大学生直接参与思考

和讨论抽象的价值议题,甚至可以设置辩论环

节,引导同学们在互动中深化对价值理念的认

识,沉浸式地参与抽象的价值判断,使其获得

真切的主体性感知。第二,突出议题的多元化

和开放性。议题的“价值”本身具有基于主体

特性的巨大阐释空间,就特定价值议题,只能

做到大方向的引领与个体领悟相结合,不可能

要求每个人有精准、趋同的理解。因此,价值

议题应以价值启发为主。第三,强调议题的生

活化、实践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程的具体教学效果与受教育者结合生活实践

进行个性塑造息息相关。因此,议题必须贴近

受教育者的生活实际,体现实践特征,以促进受

教育者深入理解价值议题,更加积极主动地将所

学所感付诸实践。

(二)作为教学艺术的“价值最小单元”:以
“留白”的价值深意求创生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应讲求教学艺术,重视

教学方法、教学技巧的关键作用。设计教学过

程中的“价值最小单元”就是试图以“留白”的

方式,激发受教育者对价值议题的好奇心和探

索热情。“留白”作为一种教学技巧,实际上就

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减少直接讲授的时长与

内容,不直接告诉受教育者硬性记忆的知识

点,留下一定的“空白”,采用启发式教学,以一种

“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方式让学生思考设定的价

值议题,深刻领会议题的价值深意,使知识真正

转化为学生自我发展、自我成长的养料。

现阶段,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仍然存在诸

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教育者

重视对特定内容的灌输而忽视适度引导,对受

教育者发生转变缺乏耐心等待,强调单一考核

标准;其二,单一的知识的讲授使教育内容本

身因脱离受教育者切身感知而显得空洞与呆

板,换言之,过于强调理性在思想道德教育中

的作用,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感性认识以及与

感性认识密切相关的受教育者真切的现实生

活;其三,现有的教育模式会令受教育者丧失

自我生长的能力,对所学内容无感甚至是反

感,陷入一种慢性焦虑之中。

如何解决以上问题,如何激发受教育者主

体活力,如何以“留白”的方式激发学生探究的

热情和学习的兴趣,成为当前推动高校课程思

政教学设计创新的主要任务。

首先,教学导入设置“留白”,激发受教育

者想要“知道”的欲望。在讲授新课之前,教师

要根据本节课新授内容巧设“留白”进行导入。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对教学新授内容有所把

握,从整体出发,寻求受教育者的兴趣点和好

奇点,设计有吸引力的悬念和情境,使教学内

容与教学“留白”实现有效结合,使新知识处于

“呼之欲出”而又“若隐若现”的状态,以激发受

教育者“求知”的欲望,为课程思政教学进行铺

垫。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

为例,教师在讲授“爱国主义情怀”时可以在授

课前展示“时局图”,巧妙点出主题,引起受教

育者的好奇心,实现既“破题”又“立意”。

其次,找准教学关键点,突出“留白”的针

对性、有效性,以此感动受教育者。在开展课

程思政教学的过程中,对“留白”的运用要站在

全局的角度,指出教学内容的关键和重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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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突出教学“留白”的针对性;要考虑到受教

育者的整体状况,结合高校课程标准、学科教

学特点以及受教育者的知识能力水平,科学设

计“留白”。通过“留白”凸显教学重点,加强对

学生道德认知、道德践行以及品德修养的有效

引导,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

再次,注重探究式“留白”,激发受教育者

“领悟”的热情。探究性“留白”的设计应注重

引导受教育者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乐于探究、

善于探究,进而对相关问题和相关现象进行学

术研究,激发受教育者乐于探索、善于领悟、敢

于研究的热情。要对探究性“留白”设计问题

予以高度重视,借助探究性“留白”,强化受教

育者自主学习和自主探究的能力,以引导受教

育者对课程知识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思考。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内容为受教

育者提供了广阔的探究空间,在探讨人生价

值、理想信念等方面有意识地设计了探究性问

题。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却能够有效激

发受教育者的探究热情,能够引导受教育者更

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知识探究,在群策群力中引

发受教育者对知识的领悟,实现受教育者之间

灵魂的碰撞,加深受教育者对知识的深度理解

与感悟。

最后,加强课堂评价“留白”,促进受教育

者的思想情感“内化”。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设

计要注重课堂评价“留白”,对受教育者予以有

效地激励,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实践以及内化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堂教学评价工作的开

展,要充分抓住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特点,进

行多元化、开放式评价,允许在程式设定之外

有“意外”或“惊喜”发生。例如,对“翻转课堂”

“智慧课堂”等教学新模式的评价应注重诊断

式、过程性评价,适当赞美,不否定学生。与此

同时,通过课堂评价“留白”,创新教学评价的

方法,形成多元主体互评,构成多重指标评价

体系,引导受教育者在学习“思想政治修养与

法律基础”课程中对思想道德与法律知识点进

行深入的学习和思考,进而将道德和法律知识

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

总而言之,注重适当采取“留白”的方式,

就是要讲求教学艺术,在课程设计中充分允许

不确定性的发生,强调师生在主体间性教学场

域中的平等地位,激发受教育者自我生长的动

力,以增强课程思政教学的有效性。

(三)作为教学载体的“价值最小单元”:以

深切的价值情感促转化

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要重视教学载体

的重要作用。这里的教学载体不再是单纯的

物化的教学器具,而是将单一价值议题为核心

的一个完整课程设计“闭环”作为一个“价值最

小单元”的最终载体。通过完整的教学设计流

程阐释议题价值,搭建起教学内容与受教育者

情感沟通的桥梁,促进受教育者情感的升华和

知识的内化。

作为教学载体的“价值最小单元”,应设计

成几个教学环节,形成完整的“闭环”结构,传

递深切的价值情感,促进受教育者情感的升

华。可将“价值最小单元”分为如下几个教学

设计环节:信念贯穿—时代描摹—理路分析—

任务描述—价值揭示。第一,信念贯穿。课堂

教学应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作为主

线,如解放军战士“最美逆行”、医生“舍身奉

献”等都应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将信念作为

贯穿课程教学全程的线索。第二,时代描摹。

要注重生动案例与社会现实的结合,追求价值

议题与具体历史、社会语境相契合,生动揭示

人与时代、人与现实的关系,点明重要人物或

重大事件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意义,给人心灵

的震撼。例如通过介绍集体主义精神在全国

人民共同抗疫中的体现、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洪

救灾中的彰显等生动事例,调动受教育者参加

抗疫的积极性。第三,理路分析。要善于运用

史料进行说理,疏通事理,沟通情理,以事理带

情理,以情理察事理,给人细密严谨、可信度高

的感受。第四,任务描述。课程的讲授要以重

要事件和重要任务为主要抓手,通过对事件和

具体任务的描述,凸显人物和事件的价值,以

小见大,突出关键内容。例如,全民抗疫过程

中涌现的钟南山、张定宇、陈薇等鲜活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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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族人民千里驰援、互帮互助的感人事迹

等,都可以作为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典型案例,

以充分凸显议题价值,呼应教学主题。第五,

价值揭示。阐明讲授意图,与主题相呼应,展

开不过度、总结不冗长,点到为止。或者引用

学理深厚的语句条理清晰地进行总结,让受教

育者能在短小精悍的总结中受到启发。以“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高校公共课为

例,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采取案例引入法、

具体学科与哲学类比法以及人物感染法等。

以上基于“价值最小单元”的教学设计环

节有助于实现价值引领,达到较为理想的教学

效果。从课程设计角度而言,作为教学载体的

“价值最小单元”的深切情感启发在于:在课程

思政教学中应适当压缩道理阐发,以充分表达

某种信念或者价值的陈述为主,由此引起受教

育者的共鸣,自然而然地进入由“感动”到“领

悟”的环节,使课程思政教学与专业课程内容

达到“无缝对接”,进而使思想道德教育达到

“润物无声”的效果。

总之,作为教学载体的“价值最小单元”,

就是在相对完整的教学环节设计的基础上,注

重让价值议题承载于“信念贯穿—时代描摹—

理路分析—任务描述—价值揭示”的链条上,

使得各个环节形成互相支撑、搭配合理的“闭

环”,以强化道德情感教育,促进受教育者道德

水平的提升。

  三、基于“价值最小单元”的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反思

  对教学设计进行反思也是教学设计的关

键一环。基于“价值最小单元”的课程思政教

学设计,应从教学者与教育者双重角度,从是

否能够发掘特定价值观念的深度广度、是否引

起受教育者对价值深意的探究热情、是否得到

受教育者的认同与共鸣这三个方面进行反思。

(一)拓展价值议题的深度与广度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是以特定的价值观念

为一个基本议题来开端的。价值议题的选择、

价值议题的深度以及广度都影响着课程设计

的效果,也最终影响教学的实际效果。因此,

在教学设计过程中,教育者应时刻反思是否充

分发掘特定价值观念的广度与深度。

1.反思议题的设置是否符合课程要求且

具有针对性

对议题进行调整和规划有助于整体教学

设计灵活安排,也有助于价值议题的拓展延

伸。首先,反思议题的设置是否符合课程要

求。教育者要根据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要

求,增加“新颖”“灵活”“创新”的议题,应删除

“繁、难、偏、旧”的议题,充实具有时代感的相

关议题,补充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学生创新

精神的议题,增加课程实践、推进素质教育相

关议题,不断增强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实

效性。其次,反思议题的设置是否具有针对

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各章节

虽有联系,但总体而言各章节各具特色。因

此,议题的设置要充分凸显各章节的重点。例

如,在“珍惜大学生活 开拓新的境界”这一章节

的教学设计中,应充分注意要抓住“学生身份

的转变”这一关键点,有针对性地选择议题。

议题要充分强调大学生身份的不同之处,鼓励

学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大学生活,激励大学生

在大学生活与学习中不断进步。而在“领悟人

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这一章节的教学设计

中,教育者应充分抓住“如何实现人生价值”这

一关键议题,鼓励大学生通过奋斗、奉献而实现

人生的价值。总之,教育者应从议题是否符合课

程要求、是否具有针对性这两方面进行反思。

2.反思是否根据受教育者实际挖掘议题

深度

教学设计只有贴近受教育者本身实际状

况,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价值议题的作用。在

教学设计中,教育者应切实反思是否在选择价

值议题时联系学生生活和社会实际,把学生视

为“生活世界”中“实际”的人,而不仅仅是“书

本世界”中“虚假”的人;应时刻反思、注意面向

学生的课堂,是否面向学生的生活世界,是否

能反映受教育者的真实需求,是否能满足受教

育者对知识的渴求;应时刻反思价值议题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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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与挖掘是否符合受教育者生理、心理特征,

是否能激起学生更大的学习热情。以“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领悟人生真

谛 创造人生价值”一课为例,在该节的教学设

计中,教育者应充分重视和及时反思价值议题

的设计是否切合受教育者实际,对案例的选择

(例如大学生援疆、大学生投身扶贫工作等)是

否体现大学生的真实生活,对案例的分析是否

能解决大学生的困惑,是否能激发起大学生学

习的热情。

3.反思是否根据时代要求对议题进行延伸

任何事物都无法脱离时代的大潮,教育也

是如此。因此,教学设计应充分切合时代特征

和时代要求,对价值议题的选择应体现时代气

息。这也是教育者在教学设计反思中应注意

的问题。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下中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早在党十八大报告中,党中央就从价值层面提

出了12种具体规范,即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12
种价值规范,高屋建瓴地为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指明了方向。因此,在课程思政教育教学设计

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成为价值议题设置

的主要依据。教育者必须反思是否将时代的

要求凸显于议题之中,反思是否根据时代的要

求对价值议题进行适当延伸。

总之,对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进行反思,必

须将激发受教育者对价值议题的探究热情作

为一项重要标准,将议题的设置必须符合课程

要求、根据受教育者实际深挖议题深度、根据

时代要求对价值议题进行延伸作为衡量标准。

(二)激发受教育者对价值深意的探究热情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

促进受教育者对价值深意的讨论和有效互动,

激发学生对价值深意的探究热情。对价值议

题展开讨论和互动,充分理解价值深意,有利

于增强教学的实际效果。因此,在教学设计过

程中,教育者应时刻反思价值议题是否能够激

发受教育者的参与探究热情。

1.反思是否激发受教育者对价值深意的

好奇心

现阶段,教学设计仍旧存在一系列问题,

突出表现在:学生在以往的课程学习过程中没

有切身体验到成功,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机;对枯燥、过时的课堂教学议题表示不满意,

对学习提不起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地激发学

生对价值议题的探究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动

机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也是教师

在教学设计中应时刻注意和反思的问题。教

师应反思是否在教学设计中充分运用“留白”

的手法,是否为学生留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对

价值议题进行思考,进而激发学生探究的欲

望;是否在教学设计中运用兴趣发现型教学模

式,采用辩论教学法,激发学生产生强烈的好

奇心,促使其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是否

在教学设计中设计问题情境,提出有一定难度

的问题,使学生既感到熟悉又不能利用已有的

知识去解决问题,激起学生探究的积极性和求

知的欲望。

2.反思是否促进受教育者对价值议题的

有效参与

学生对价值议题的有效、及时反馈能够充

分体现学生对于价值议题的感兴趣程度,对于

激发学习和探究的热情具有重要作用。教师

应反思是否在教学设计中为学生创设体验的

机会,是否充分运用表演参与型教学模式,采

用体验教学法,设置互动环节,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勇于接受挑战,敢于自我表现,促进自我

完善,进而得到学生对价值议题的有效反馈;

反思是否在教学设计中运用情感体验型教学

模式,采用情境教学法,创设必要情境让学生

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让学生感同身受,产生心

灵深处的碰撞,有效提升学生的课程参与度;反

思是否在教学设计中运用归纳型教学模式,采用

讨论教学法,让学生有效参与其中,切实提升参

与感,激发学生对价值议题的探究热情。

总之,对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进行反思,必

须将能否激发受教育者对价值议题的探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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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作为反思的主要内容,将是否激发受教育者

对价值深意的好奇心、促进教育者对价值议题

的有效参与作为反思的重点。

(三)促进受教育者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受

教育者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对价值议题

的共鸣与认同有利于加深受教育者对价值议

题的理解与认识,也有利于受教育者对价值观

念的践行与落实。因此,在教学设计过程中,

教育者应时刻反思价值议题是否能够得到受

教育者的认同与共鸣。

1.反思是否在教学设计中彰显高尚的情怀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既需要理性的成分,更

需要情感的投入[5]。只有把理性和感性充分结

合起来,彰显高尚的情怀,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才算成功。因此,要反思在教学设计中是否厚

植家国情怀,是否充分彰显民族精神,是否始

终积极关注社会热点、关注时代问题,将支撑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薪火相传。同时,还

要反思在教学设计中是否体现使命担当,将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课程思政教学的重点议题,培养

学生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引导受教育者在新

时代新征程中扛起使命、书写华章。特别是在

“继承爱国传统 弘扬民族精神”一课的教学设

计中重点突出家国情怀、使命担当这一主题,

引起学生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

2.反思是否在教学设计中注重解决学生

的现实问题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只有接地气、有温度、

有真情,才会使受教育者与之产生共鸣,才能

发自内心地认同、接受教育。教育者应反思是

否在实际教学设计中设身处地地为学生思考

问题,何为学生最关心的问题、何为学生最疑

惑的问题;反思是否在教学设计中真诚地为学

生着想,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只有想学生之

所想,急学生之所急,才能充分激发学生对于

价值议题的认同与共鸣。例如在“珍惜大学生

活 开拓新的境界”一课的教学设计中,教育者

应及时反思是否以学生为主体,切实了解学生

的困难,解决学生的现实问题。

3.反思是否在教学设计中投入了饱满的热情

教育本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过程,

是情和理交织在一起的过程。心理学研究表

明,一个人的情感可以感染其他人,使他人能

够产生与之相应的情感,这就是情感共鸣。受

教育者一旦与教育者产生了情感共鸣,教育内

容就很容易被接受[6]。只有教育者真正投入其

中,为教学设计倾注了心血,凸显出教学设计

的价值,方能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教育者要

反思是否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中,是否在教

学设计过程中不断刻苦钻研,不断提高教育水

平和能力,以精湛的专业水平和饱满的热情促

进教学设计与学生的情感共鸣。这样的反思

应贯穿于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全过程。

总之,对教学设计进行反思,必须将能否

激发受教育者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作为考

量的主要内容,将是否在教学设计中彰显高尚

的情怀、注重解决学生的现实问题、投入饱满

的热情作为教学设计反思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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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ofCurriculumPoliticsTeachingDesig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
BasedontheExplorationof“MinimumValueUnit”

TANShu
(SchoolofMarxism,NingboUniversity,Ningbo315000,China)

Abstract:“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thecourse”isaconceptualinnovationandpracticalex-
plorationforcollegesanduniversitiestocarryoutthefundamentaltaskoffosteringstudentswith
moraleducation.Theso-called“minimumvalueunit”referstoa“closedloop”withacompleteteach-
ingprocesssetwiththethemeofminimumvalueasthecore.Theteachingconceptof“minimumval-
ueunit”providesdirectionfortheteachingdesignof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
First,fromtheperspectiveof“value”itself,thecurriculumdesignshouldregardbasicvalueunits,
whichconformtothedevelopmenttrendofthetimes,thepracticalsituationofstudents,andthechar-
acteristicsofthesubjectastheselectedtopics,anditshouldexpandaccordingtothespecificcontext,
guidedbythesmallesttopics,anddeveloptheteachingcontentintoatopicalcompletevalueunit.Sec-
ondly,thecurriculumdesignideasmustfullyconsiderthe“knowing-moving-comprehension-internali-
zation”oftheeducatedandotherkeyeducationlinks,andmustalsotakeintoaccounttheprocessit-
selfofopeninteractionandexploratorypromotion.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designof
collegecoursesbasedonthe“minimumunitofvalue”mainlyincludesthreeaspects:theteachingcon-
tenttakesthegivenvalueconceptasthetopic,andemphasizesthecoreroleofthespecificvaluecon-
cept;theteachingprocessusesthevalueoftheblanktodeepenthecreationandstressthe“surprising
effect”obtainedintheprocess;theteachingcarrierpromotestransformationwithprofoundvaluee-
motions,andemphasizestheemotionsconveyedbythecompletecurriculumprocessdesign.There-
flectionon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designofcollegecoursesbasedonthe“minimumval-
ueunit”isdevelopedfromthreeaspects,namely,whethertheeducatorcanexplorethedepthand
breadthofagivenvalueconcept;whethertheeducatorcanarousetheenthusiasmoftheeducatedfor
thedeepmeaningofthevalue;whethertheeducatorgetstheemotionalresonanceandvaluerecogni-
tionoftheeducated.
Keywords: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minimumvalueunit”;curriculumdesign;emotional
resonance;value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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