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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案例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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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教育阶段是学生养成良好品德的关键阶段。在教育不断深入改革的影响下，思想道德与法治成为高职学生培养道德法律观念

和法律意识的重要科目，因此教育部门也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也作出了全新要求，在开展道德与法治教育过程中，更加重视激发学生的

主动性，锻炼学生自主探究的求知精神，使学生养成在实践中积累知识的习惯。基于此，本文讨论了高职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案例教学改革

研究，以期改善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的课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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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g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key stage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good moral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reform of education, ideology,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for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o cultivate their moral and legal 
concepts and legal awareness. Therefore,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has also made new requirements for curriculum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moral and rule of law education,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stimulating students’ initiative, training students’ spirit of 
independent inquiry, and making students develop the habit of accumulating knowledge in practi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as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and rule of law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classroom qualit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and rule of law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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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下时期，学生教育已经不再局限于教师的单向传授，
而是应当在教师的指引下，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索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以实现学生的全方位发展，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案例教学法的出现就能够有效的满足这一要求，在案例教学法的运
行过程中，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1. 案例教学法的概述
“案例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指的就是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

中，根据所要学习的相关知识内容，为学生进行对应的案例举例，
帮助学生更加容易的进行教材知识点内容学习 [1]。在“案例教学法”
的视域下，教师就会转变以往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角色，由原有的

“教育者”转变为如今的“引导者”，这样就能够有效的突出学生在
课堂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与以往的课堂教学方法不同，案例教
学法具有“创新性”、“灵活性”、“科学性”的特点，它能够有效的
解决以往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学生积极性差”、“课堂氛
围压力”、“教学效率不高”等问题。在我国教育事业极速发展的今
天，教育的根本任务早已不再是仅培养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而是培
养思维全面、智力全面、道德法治观念全面、核心素养完善的新时
代初中生。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高职院校教育
过程的核心基础，对于高职院校学生培养核心素养以及良好的道德
意识与法治观念都十分重要，为了保证高职院校学生养成良好的道
德观念，教育部门也要求教师在高职院校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学
习过程中灵活运用“案例教学法”。

2.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目标、特点与内容
随着近些年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高职院校的思想道德

与法治教育也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关注，教育部门也为其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为了有效地满足当今社会对于高职院校综合人才的实际
需求。高职院校教育工作者就要对原有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进行
创新改革。不仅要对学生进行单纯的理论教育，同时也要使得学生
们提升对于思想道德与法制的专业技能，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使得高
职院校学生培育良好的社会人生价值观念，使得学生们明确社会主
义价值取向的重要意义。嗯嗯，就现阶段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治

课程教学目标能够看出，主要是为了让高职院校学生提升道德与法
治专业素养，使其能够在实际的学习成长过程中，逐步建立良好的
社会人生价值观念。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与其他课程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较为明确的差异，它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其中包
含了众多学科的知识内容。其内容就是除了教材基础内容外，对学
生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导向教育，力求培育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
道德素质，这样才能够助力高职院校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 [2]。

3. 高职思想道德与法治课运用案例教学的价值
3.1 培养创新意识
将“案例教学法”运用于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

过程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培育学生的创新意识，通过实际
案例的引导，激发高职院校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其能够积极主动的
对教材知识内容进行探索分析，同时还能够使得学生在知识探究的
过程中不断挖掘新鲜的知识内容，这样就有效的锻炼了高职院校学
生的综合能力，在这个视角下高职院校学生会运用多维化的角度进
行思考，以此达到培育学生“创新意识”的教学目标。

3.2 激发学生参与
由于高职学生的好奇心比较重，喜欢不断挑战，对新事物的

接受能力也较强。因此，案例教学法的应用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激发
学生的探究欲，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在学生进行小组讨论
交流经验时，教师可以从中拓展相关知识内容， 从而帮助学生掌握
更加系统的专业知识。在案例式教学课程中，教师可以和学生一起
创设需要的故事场景和故事情节，这大大增强了教师在班级活动中
的参与感，同时给师生间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从而拉近了彼此
的距离。此外，通过体验式教学，能够有效解决学生心中的疑惑，
这样就能够有效的激发高职院校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3.3 提高教学实效
在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治教育过程中，运用案例教学法指

的就是教育工作者通过模拟具体情境为学生直观的展现教材中的知
识内容，在这一视角下，学生会根据实际情景对教材知识进行思考，
运用所学习过的相关内容知识你第一视角去找寻。问题的解决答案。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就会积极主动的对教材内容进行思考探索，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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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依据个人的知识技巧对概念理论进行分析探讨。这就有效的提
升了高职院校学生的综合能力，以此助力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治
教学实效性的发展 [3]。

3.4 提高教学水平
在案例教学法的运行过程中，高职院校教育工作者会根据案

例教学的各个环节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学生在实际的实践讨论过
程中会灵活结合之前学习过的关知识内容。这样不仅能够加深的学
生对于以前学习知识的记忆，同时也能够完成对于教材知识的内化，
这也就意味着案例教学法与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制课程的融合，
不仅能够提升课堂的实际教学质量，同时还能够督促教师不断提升
自身综合能力，进而助力教师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

4. 当前，高职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案例教学的问题
4.1 案例教学与问题教学混淆
根据相关数据报告调查结果显示，部分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

法治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没有认识到案例教学的特殊含义，将
案例教学与问题教学相混淆，他们觉得只要在课堂上多举些例子，
就能够达到案例教学的实际要求。但是实际上案例教学与问题教学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方式。如果盲目地将其进行混搭，就会使得
案例教学无法在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过程中发挥其自身作
用最大化，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升也十分不利，
这也是现阶段高职院校教师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4.2 教师缺少案例教学的技能
由于受到传统高职院校道德与法制教育理念的影响，部分高

职院校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盲目的对学生进行理论教育，忽视
了实现安全教学的重要意义。同时在短时间内，部分高职院校思想
道德与法治教师也无法完成教学理念的转变，学生只能盲目的接受
教师所给予的概念教育。这样一来，学生的实现技能就无法得到有
效提升。这也是现阶段阻碍我国高职院校思想道德无法治课程质量
的重要因素，无法对学生给予足够的积极帮助。

4.3 缺少案例资源并且质量低
就现阶段案例教学法与我国高职院校道德与法制教育的融合

现状能够看出，由于受到资金，人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案例教
学法还没有在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制教育过程中发挥作用最大
化，同时部分教师没有认识到案例资源的质量对于学生综合能力提
升的重要意义，盲目的找寻多样化的案例资源，这就可能会导致所
挑选的案例资源无法满足学生对于知识的实际需要，也有可能与学
生的教材背道而驰，使得案例教学法在我国的高职院校道德法制教
育过程中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4]。

4.4 高职学生的参与热情较低
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很多教师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教

学中仍沿用以往的教学方法，没有意识到学生在案例教学活动中的
主体作用，忽略了学生独立思考的探究精神。在涉及到相关知识点
时，教师没有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去思考与研究，而是选择直接进行
讲解或者公布答案，这种教学形式虽然节约了大量教学时间，使教
师在有限的课时中最大限度的向学生更多的知识，但是却忽略了学
生在课堂中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探究精神。
同时，教师单方面向学生灌输知识点，教学内容单一枯燥，使教学
活动演变成乏味的说教行为，很难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学生
上课无法集中精力，思维涣散，久而久之就严重降低了学生的参与
热情。

5. 高职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案例教学改革的策略
5.1 转变教学观念，重视案例教学
想要保证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制教育与案例教学法的有效

融合，高职院校教育工作者就要对以往的教学观念进行创新整改，
提升对于案例教学法的重视。对此，可从下述两点角度入手。首先
可以通过高校联动平台让高职院校扩大教育工作者，明确案例教学
的实际意义，通过高效联动平台中的互动交流，提升教育工作者的
专业水平。其次，教育工作者要对自身的教学过程进行反思，明确
学生在知识学习过程中的不足之处，根据学生的问题对原有的教学
方式进行有效整改，这样才能够促进点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治教
学与案例教学法的有效融合。

5.2 做好选用案例，需注重切实性
想要有效的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作用最大化，高职院校思想道

德与法治教师就要在实际的案例选择过程中提升对于案例“切实性”
的关注。例如，在医学类专业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所选择的案例要偏
重于医疗纠纷、医患关系等方面，这样能够有效的激发学生对于课
程实践活动的参与积极性，同时在案例选择过程中，还要结合生活
元素，根据学生所在的地域选择近期区域内部发生的社会案例。总
之在实际的案例选择过程中，要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建立对应
的案例资源。这样才能够有效的贴合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
目标。

5.3 改变传统方式，激发学生参与性
从现阶段我国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课堂中学生的表现现状可

以看出，大部分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治教育工作者由于受到传统
教育理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仍然将“知识”教
育作为课堂实际中心点，没有对高职院校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
习兴趣进行有效培育，久而久之就会使得高职院校学生丧失对于道
德与法治知识的学习欲望，这对于学生的全方位健康发展是十分不
利的，对此就需要我国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制教育工作者转变以
往的教学理念，将学生放置于课堂中的主体位置。通过多维化的手
段赋予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足够的趣味性，这样才能有效的提升学
生对于教材知识学习的积极性。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对教材知识进
行自主合作学习。使得学生在小组内部讨论将教材中的各种资源进
行有效利用。对于难以理解的位置就是在语义对应的解答，这样就
有效的凸显了学生在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中的主体位置，
使其能够积极主动的对教材知识进行探索，同时教师还可以将这个
自主学习法语激励政策相结合，对于积极学习的小组同学给予对应
的物质奖励，这样就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参与性，同时也能够为
高职的教思想道德与法治活动课堂增添光彩。

5.4 采用实践案例，强化教学针对性
为了保证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治教育工作的长期有效健康

发展，高职院校教师就要积极开展实践教学，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要将“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作为核心基础，将“激发学生探索
欲望”作为实际目标，将学生放置课堂主体位置，将“实践”与“案例”
相结合，这样才能够突出课堂教学的“针对性”特点。例如 ：高职
院校教师在进行《概论》教学过程中，就可以带领学生对所在区域
的发展史进行探讨，还可以带领学生去当地博物馆、科博馆进行参
观，在参观结束后让学生写出对应的感悟，这样不仅能够提升高职
院校学生的思想境界，同时也能够有效的强化学生的爱国情怀，进
而有效的培育全能型高职院校技能人才，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建
设奠定坚实人才基础 [5]。

结语 ：思想道德与法治作为高职院校教育阶段中的一门重要
科目，其主要功能是教育和指导学生养成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为了有效的提升我国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质
量，高职院校教师就要提升对于“案例教学法”的重视，为学生打
造良好的思想道德与法治学习氛围，这也是现阶段提升学生学习兴
趣最直观有效的方式之一。为了体现学生在课堂中主体地位和作用，
教师应该保障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体验，使学生在体验中留下深刻
印象并增强运用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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