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政教学教案 学前教育学课程融入思政
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思政教学教案篇一

1、通过装饰圣诞树发展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

2、进一步感受圣诞节的'快乐。

1、各种操作材料(各种颜色的卡纸，皱纹纸)，小铃铛，小球
球。剪刀，胶水。

2、音乐磁带，圣诞树

导入：圣诞节到了，我们一起动手把圣诞树打扮的漂漂亮亮
的。

一、请幼儿说一说圣诞树上都有什么?你想怎样打扮它?

二、幼儿自由选择材料制作。

引导帮助幼儿用彩色卡纸制作花，用皱纹纸制作蝴蝶结，用
彩色亮光纸剪成长带子等等。

三、大家一起装饰圣诞树。

和幼儿一起把制作好的装饰物挂到圣诞树上。



四、跳舞庆祝圣诞节，进一步感受节日的快乐。

随音乐《铃儿响叮当》，和幼儿一起在圣诞树下跳舞。

思政教学教案篇二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的政治责任就是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教育和宣传。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临的最现实和最
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中存在着的“三不”问题，即“不敢讲，
不想讲，不会讲”。细研根源，我们发现，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遭遇认识论和方法论、自信与自卑的双重瓶颈与危机，
造成集体或场域性“失语”“失踪”“失声”，核心问题是
教育主体在理论修养和敢于斗争精神上的贫困，即教育主体
的动力不强不想讲、担当不够不敢讲和能力不足不会讲。

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队”和“主力军”，必须敢于斗争，
主动掌握话语权，以稳立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高地，因此，
需要有生命自觉和责任担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什么
要“发声”，当然是要取得并掌握话语权。马克思主义作为
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思想，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引导力，
其话语权的巩固事关国家、民族、政党的兴衰成败。信仰坚
定则敢讲，理论纯熟则能讲，能力过人则善讲，思政课教师
只有将“敢讲、想讲、会讲”融入自己的工作实践，才能体
验这一职业内在的尊严与快乐，即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
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

“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传播主体的方式和能力，思
政课教师要着重解决好讲什么、谁来讲、怎么讲的困惑，以
及解决不想讲、不敢讲、不会讲的难题，进而实现“敢讲、
想讲、会讲”。针对“不敢讲，不想讲，不会讲”等“营养
不良症、贫血症和软骨症”，思政课教师更要有敢于斗争精
神，要“敢讲、想讲、会讲”和“勇于、善于、敢于”发声，



以“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等八个“相统一”为统领，增强思政课程的吸引力、说服力、
感染力。

立思想武器破错误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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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学术自信破本领恐慌

二是厘清思政课教师存在的“担当不够不敢讲、动力不强不
想讲和能力不足不会讲”的问题。当前，受多种因素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传播者能力弱化或自我矮化，出
现“本领恐慌”，“不敢讲、不想讲、不会讲”导致失势、
失魂、失踪、失心、失理。首先，“不敢讲”。“不敢讲”，
要么能力不足，怕讲错，怕讲不清楚，要么缺乏斗争精神，
缺乏学科和学术自信，觉得自己从事的这个领域与其他行业
的社会地位差异、学科差异、待遇差异、思想融通差异较大，
尤其是在市场交易思维下处于“无或低产出率”状态，日常
中易被“无视”或“鄙视”；其次，“不想讲”。“不想
讲”，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传播形式化或仪式化。目
前，由于损害人民根本利益、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
摇和思想道德失范等问题存在，以及“资本”高收益的强势
冲击，部分思政课教师信仰缺失，造成思政课教师本身对马
克思主义失去了认同，思政课教师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
即失去了自觉意识、自信基础和自主能力而“不想讲”；再
次，“不会讲”。这与思政课教师自身的知识与理论化水平
较低和教育与传播能力相对滞后有关，不会使用新的传播技
术，不会适应新的媒体生态，更不会满足人们新需求的新话
语新表达、新形式新内容，以及新载体新体裁，种种“不会
讲”让思政课教师从理论的优势地位逐步转变为劣势，难以
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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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主旋律破负能量

三是思政课教师能力建设，实现“敢讲、想讲、会
讲”。“敢讲、想讲、会讲”就是思政课教师不但不能“越
位、虚位、错位”，而且必须“在位”，必须具有强大的动
员能力。思政课教师不仅仅是教育者、知识传授者、观念灌
输者，更应作为一个研究者、对话者，想讲、敢讲和会讲是
对思政课教师的三个基本要求。首先，“敢讲”。就是敢于
斗争，敢于亮“名片”，亮出自己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
者，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并能把崇高的信仰内化为思政课教
师的行为。在这个层面，专业自信是“敢讲”的强大精神动
力，事业追求是“敢讲”的思想基础，因此，思政课教师就
是正确思想的播种机和宣传队，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话语
权，要敢于亮出自己在哪里，自己在哪里，教育和宣传就在
哪里；敢于面对受众，受众在哪里，教育和传播的触角就要
伸向哪里；敢于走进群众，只有走进群众中，理论才能走进
百姓心里。其次，“想讲”。“想讲”是一种家国情
怀，“想讲”的前提条件是思政课教育对象为什么会“愿
听”。“想讲”就是“愿意讲，有兴趣讲”，“愿听”就
是“听了有效果、有收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科，在中
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伟大胜利足以让思
政课教师感到自豪与自信，达到“学而信、学而思、学而
行”的境界，就有了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价值、
打造好中国话语”的勇气和底气，自觉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
贯穿于学术生命和职业使命的全过程，使自己“讲”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能力与职责相匹配。最后，“会讲”。“会讲”
就是掌握教育和传播工具，学透教育和传播理论，把马克思
主义的理念、思想、学说等科学化处理与凝练的过程，即通
过语言表达、文字表述和符号载体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活
化和具体化，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不再“高冷”。马克思
主义一旦得到通俗易懂地解读，理论就会被直接激活起来。
因为理论可以直接进入人的精神世界。“会讲”的核心就是
要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坚持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一股正
本清源的“清流”，用_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创新就是要学会立与破。立理性辨识，破
错误认知。立主旋律，破负能量。思政课教师是各种错误思
想的“绝缘体”，搞清本来即历史与理论观点是“会讲”的
必备条件，明辨真伪是“会讲”的重要素质，而创新内容、
创新方法，实现精准讲解，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增强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夯实意识形态的领
导权与话语权是“会讲”的全部要义。

思政教学教案篇三

1、你多大了，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长大吗？

2、生畅所欲??

3、师：对，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的父母、老师和一些
不知名的人都为我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让我们大声地说一
声：“谢谢！”

5、学生自由交流

二：活动：欣赏时刻

1、听课文录音

2、小结：老师爱学生，学生爱老师，这浓浓的师爱真是感人
之至。

三：活动：我向老师表心意

师：对呀，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了学生的成长，老
师付出了很多很多，我们世界各国人民对老师都非常尊敬，
老师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呢！



1、谁知道教师节的由来？

2、学习小资料38页

3、全国人民都非常尊敬老师，那，我们该怎样来表达自己对
老师的敬意呢？

4、说一说（有些可以当堂展示的就马上展示给大家看，如干
净的作业本，整洁的教室，认真听讲等）

5、师小结

思政教学教案篇四

（一）授课对象：建筑设计专业2019级学生

（二）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当前爱国主义所处的国内外背景；掌握新时
代爱国主义对应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四大基本要求。

技能目标：学生能够分析新时代爱国主义要求之间的逻辑关
系、将爱国主义要求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情感目标：通过学习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树立爱国、
爱党、爱社会主义的坚定立场，始终将爱国主义要求贯穿于
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四个基本要求

（四）教学方法：案例分析法、云课堂互动教学法、自主探
究教学法



（五）学时安排：1个学时（40分钟）

（六）参考资料和教学资源

（1）柳建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问题链教学详
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_中央_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_》2019年11月13日。

（3）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资源平台

（一）课前任务

教师通过学校云课堂平台推送课前学习视频《建筑师李兴钢：
立足中华文化，实现建筑更加自信的表达》，学生观看视频
并思考问题：现代建筑设计专业如何传承中国传统建筑历史
文化，打造具有中国风情、中国故事、中国气质的新建筑。

思政教学教案篇五

素材：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处理：设问：贝多芬一生遭遇哪些挫折？（学生回答，教师
归纳）

效果：通过榜样教学，感受贝多芬战胜重大挫折的坚毅。引
导学生思考怎样才能培养自己不畏挫折，开拓进取的宝贵品
质。

2、讲授新课

（1）、培养高尚的志趣



素材：贝多芬一生遭遇的重大挫折。

处理：学生找出支撑贝多芬战胜挫折的原因。（师归纳：兴
趣、志向）并引导学生讲出做自己喜欢、自己追求的事再苦
也觉甜的经历。

效果：认识到培养高尚的志趣，从心理上给了我们战胜挫折
的勇气与信心。

（2）、正确认识挫折

素材：周南中学身患癌症的高考学生颜艳录像（5分钟）

处理：颜艳生活中遇到了哪些挫折？（病魔、贫困、高考的
压力）

活动设计：《实话实说》栏目现场采访

道具：一个无线话筒，一台学生自制的摄像机（材料：纸盒）

处理：设计平时在学习生活常遇到易产生挫折感的典型事例。
请学生做小记者采访（采访6个同学），一个同学扛摄像机。
最后教师灵活归纳。

效果：让学生深层次的领悟，正确认识挫折是战胜挫折的前
提条件。同时正确认识挫折又需要积极、乐观、自信的心理
品质。

（3）、敢为天下先

活动设计一：试一试：把鸡蛋竖起来

处理：多媒体打出画面示意，让几个学生亲自试一试，想办
法把鸡蛋竖起来。教师进行赏识教育。



效果：让学生体会看似不可能的事，其实很简单。关键在于
敢为天下先，敢有奇思妙想，这也是战胜挫折的重要手段。

活动设计二：议一议：把木梳卖给和尚有可能吗？

处理：打出直观的画面，以讨论的方式，为如何把木梳卖给
和尚想出招数。鼓励学生有奇思妙想。教师在此活动中赏识
教育与层层启发式教育相结合。鼓励创新意识。（讨论3分钟）

效果：让学生领略到合作、团结的力量是无穷的。走出困境、
解决难题既需要毅力，也需要智慧，需要有创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