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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整体设计

（一）教学内容

法治道路，法治思维与法律权威作为思想道德与法治最后一部分

的章节内容，起着对全书做总结与引申的重要作用，本章节内容往往

会联系到之前的知识，可以说这章知识既有新的知识，也有之前知识

的体现，所以需要教师做好串联。

法治道路，法治思维，法律权威，这三版块的内容从知识本身重

要程度是呈现出并列关系的。但是如果从知识内容角度来分析，又有

从国家到个人的一种递进关系的体现。

（二）学情分析

面对高职大专学生教学本部分内容，应该做到浅显易懂，深入浅

出。教师要努力给予学生话题，去带动学生思考，形成一个深刻的认

识。

知识方面：学生基础知识掌握不扎实，平时对时事新闻关心较少，

对国家政策方针规划缺乏深层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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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方面：自主探究能力，自己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思辨

能力不够。需要教师积极引导并进行适当地鼓励。

素养方面：学生推己及人的能力不够，共情能力不达标。需要结

合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帮助学生体会。

（三）教学目标与重难点

1.教学目标

学生明确法治道路的五个要求、五点坚持，理解法治思维的内涵

与特征，对法律多一层敬畏之心。同时明白我们法治社会的建设，同

样需要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引导学生认识到，国家如此，个人也一

样。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认识到自己的优点，认识到自

己的不足，发扬光大自己的优点，正视自己的不足，每天改变一点点，

期待自己将来的蜕变。

2.重难点

（1）教学重点

法治道路的五点要求，法治思维的内涵与特征以及法律权威的重

要性。

（2）教学难点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法治社会和人治

社会的区别。

（四）教学策略

努力调动学生的融合思维和发散性思维。发散性思维要求学生从

一个提示开始，然后对其进行批判性思考，以转向不同的答案。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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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思维则使学生能够理解概念之间的转换与联系。可以说，调动学生

的融合思维和发散思维都是必不可少的策略。

教学理念：寓教于乐，努力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

教学组织：根据教学基本情况，提供辩题，带动学生思考，努力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教学手段：利用 PPT，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教学方法：以讲授法为主。但是其中穿插课堂讨论，让学生进行

思辨。

（五）教学评价

本堂课力图提高学生对于法治社会的理解、加强对法律的敬畏，

同时获得培养法治思维的能力。教学时应该努力做到三部分浑然天

成，使学生融会贯通。同时不感觉晦涩难懂，有所收获。从理论入手，

立足于具体事例，着眼于学生的生活。

二、教学实施过程

环节 1 法治道路：法治道路部分要讲述出法治道路的五点要求，

五点坚持。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进行一个思辨过程，坚持党的领导与

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我国的战略，学生需要深刻认识，二者是

高度统一在一起的，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学生锻炼了思考能力的同

时，也加深了对这部分内容的理解，不至于陷入西方逻辑，坚信我们

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环节 2 法治思维：法治思维部分，侧重讲解法治思维的特征与内

涵。关键点，是要明确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学生在这里同样要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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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法治社会好还是人治社会好。那我们要认识到的是，法治社会

是当前社会的最优解，因为法治社会，我们才可以安居乐业，学生进

一步认识到法治社会的重要性，相比于以前人治社会的一个进步性。

环节 3 法律权威：法律权威部分，学生对权威二字有一个更加深

刻的认识，怕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服，法律也必须需要人们发自内心

的去遵守，去践行。

三、教学实施成效

（一）教师对于培养学生加工信息的能力的关注

教师在课堂中不能够一味地灌输所谓的知识，应该通过课堂的引

导培养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学生应该学会承担起学习的责任，努力

使自己获得成功；学会运用各种学习策略来提高自己的学习水平和学

习效果；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反思。

（二）教师对于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关注

学生是否能够通过有限的课堂学习时间学会扩充并整合知识，能

把不同学科的知识联系起来，运用已有的知识获得新知识，发展新技

能，并加深对已有知识的理解，能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解决问题，

完成任务。

（三）教师对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能力的关注

教师的课堂是培养创新意识最好土壤，教师要能够有意识的培养

学生，对已有的信息进行组织和归类，支持和论证适合某一环境或听

众的推断和结论的能力，对解决问题的策略或方法加以有效的评价、

改造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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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课学生对于法治道路，法治思维的知识了解比较深刻，但是

对于践行法律规范，甚至去带动身边的人，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

于形，还需要教师去积极引导与鼓励。

四、特色创新

思辨课堂：思辨能力就是思考辨析能力。所谓思考指的是分析、

推理、判断等思维活动；所谓辨析指的是对事物的情况、类别、事理

等的辨别分析。简要地说，层次分明、条理清楚的分析，清楚准确、

明白有力的说理，即是思辨能力的主要特征。本堂课在坚持党的领导

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法治社会还是人治社会，权利公平还是结果

公平三部分会分别进行思辨讨论，力求努力培养学生多种角度看问题

的能力，思维逻辑更加缜密，思考问题更加全面。

质疑激趣法：在教学的过程中，让学生带有问号地参与学习、激

发兴趣。求知欲望是人的天性，但绝大多数人的这个天性没得到良好

的呵护、顺应和培育，而是受到压抑甚至扼杀。教师的使命正体现为

呵护与培育这种天性。教师用课堂提问的方法介入学生的学习，巧妙

地质疑，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求知欲望，激发学生的思

维活动，引发他们的联想和想象，让他们进入思考的深层次，促进问

题解决。

五、反思与改进

在课堂讨论部分，还是应该多让学生发言，只有学生多说，教师

才能了解学生的思维动态，掌握学生的心理，然后潜移默化的去影响

学生，这样比知识直接的讲授更容易被学生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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