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39 

高校《世界古代史(下）》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思考 

马金霞 
（临沂大学  山东临沂 276000） 

摘  要：随着“课程思政”的推进，其在高校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塑造大学生思想道德的主轴。在此背景下，大学高校历

史课程应注入更多思政内容，特别是在世界古代史部分。教师除了讲授历史事实，更需帮助学生洞察历史背后的思想道德内涵，培

养其综合素养。强化与“课程思政”的融合，使学生在学历史时也能提升道德修养。这不仅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还有助于

我国培育高道德和综合素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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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尽管大学生对我国历史、文化及国情有初步认识，

但深层次理解及对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政策的领悟仍不足，

抵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能力亦待提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不足，对国家建设的准备尚未充

分。对此，将思政教育与国情教育融入历史教学，以提升学生

的思政素养和国情认识，已成为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在此背

景下，本文将探讨如何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实现思政教育的有效

渗透。 

一、1.世界古代史（下）课程思政的含义、教学设计思路

和条件 

（一）1.1 含义 

所谓“课程思政”，是将知识教育与价值导向融合，灌输爱

国精神、社会责任和文化自豪感。以《世界古代史(下)》为例，

我们要制定详细教学步骤和环境，引导学生深入研究历史演变，

认识中华文明的全球影响，培养民族自尊。同时，强调历史和

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以增强学生的问题解决和学术诚实能力。

最后，有效融入社会主流价值观，并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帮

助学生形成适用于生活的正确世界观。 

1.2 （二）教学设计思路 

《世界古代史(下)》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秉持立德树人思

想，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维度

整合相应的思政元素。这些元素与古代史内容紧密相联，已成

为教学大纲的关键部分。目标是在知识、能力和价值三方面达

到均衡，使思政元素在教学中自然呈现，实现知行合一。 

1.3（三） 教学设计条件 

首先，《世界古代史(下)》课程以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教材为基础，注重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旨在培

养学生的历史、辩证和批判性思维，为思政教育奠定理论基础。

其次，课程内容广泛。空间上，涵括欧亚大陆的主要地区；时

间上，自公园 5 世纪延续至 16 世纪；同时融入中国古代史，以

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帮助学生整理知识、把握线索，并结合

最新研究成果，强化系统性、完整性和前沿性。从中国文化视

角，探讨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加强思政教育的引导作用。

最后，这门课程深刻地融入思政教育，旨在深化学生对辩证唯

物史观的理解与应用，提升专业素养、培养思维方法，增强研

究能力，为思政融入教学、强化批判、历史和创新思维提供基

础。 

二、世界古代史(下)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措施分析 

2.1 （一）深剖中古时期历史，将思政教学融入传统的教

学课堂 

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主导知识传授，学生被动接受。新

课改强调全面素质教育，采用“通史”教学模式，确保历史有

序性，促使学生深入剖析史实。教材是互动的关键手段，应避

免争议性历史问题，保持客观。教师需改变教学理念，加强与

学生交流，结合思政素材引导学生思考。以《亚欧大陆民族大

迁徙》为例，在中世纪的历史背景下，民族大迁徙对各大帝国

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常常被人们提及的是，嚈哒人入侵

伊朗和印度、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冲击东西罗马帝国。大多数

人认为这些迁徙民族是被军事野心和掠夺驱使，进而对古老文

明产生影响。这种看法或许受到了西方历史叙述的偏颇影响。 

但实际上，许多民族的迁徙不仅仅是军事扩张的结果，更

多的是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嚈哒人进入伊朗和印度不仅仅

是为了征服，他们也融入了当地文明，共同发展。同样，日耳

曼人和斯拉夫人在冲击东西罗马帝国时，也不仅仅是为了掠夺，

他们也试图在那里寻找新的生活机会。这些民族在迁徙的过程

中带来了新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影响，如日耳曼人的到来对西罗

马帝国的衰落产生了直接影响，使其逐渐转向促进了西欧封建

制度的产生。 

因此，当我们探究这些历史事件时，应该深入挖掘背后的

原因，而不是简单地归结为军事扩张和掠夺。这样，可以更加

深刻地理解中世纪历史的复杂性和各民族之间的互动。这种深

入的理解和分析，更符合历史教育的真正目的。 

（二）2.2 利用多元化方法，将思政元素融入大学历史课

程 

多元化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和

手段,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兴趣爱好,提高教学效果，常

见的有课堂讨论、探究式学习等。以《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为

例，教师在讲解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兴起、发展、城市的政治斗

争时，可以引导学生对相关的历史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并鼓励

他们独立思考“与东方城市相比，西欧的城市有何特点？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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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具有这些特点？”。学生通过研究，能更清楚地理解中世纪西

欧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西欧城市与封建主义的关系。

教师将根据学生的回答，分析他们对教材的理解程度，检验他

们解析历史资料的能力，以及他们是否能利用历史和时间的概

念去分析问题。 

另外，通过发放问卷调查方式，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中世

纪西欧城市的经济制度和商业运作的理解，并根据存在的问题

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引导。这样，学生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历史资

料，掌握历史知识，还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观念、精神追

求等融入到历史课堂中去。 

（三）2.3 通过历史唯物论教导，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

力 

在历史教学中，学生需建立正确的历史观念与方法。历史

唯物论为此提供了基础，它通过解释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与事

实来塑造唯物史观。在大学历史课堂上，我们应引导学生以历

史唯物主义视角分析问题，以推动客观、准确的历史认知。同

时，教育也应启发学生以历史的视角，运用哲学思辨，辩证思

考历史发展。譬如举个例子，当授课《黑死病与经济社会的变

革》时，老师可以分析封建制度崩溃的原因及资本主义崭露头

角的因素，包括经济、阶级、思想三个层面。事实表明，随着

资本主义发展，其制度缺陷凸显，社会矛盾加剧，工人阶级崛

起，改变历史进程。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综合政治、经

济、文化等因素，进行客观评价，避免肤浅分析，提升学生历

史理解[1]。 

（四）深剖教材德育内容，2.4 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 

立德树人是高校效课程思政的核心任务，大学历史教材也

提出了这一目标。它们可以有机地结合，引导教学。历史唯物

主义核心素养使学生全面了解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要素。这有助于培养学生客观、综合分析历史事

件的能力，形成科学的历史阐释和个人价值观。时空概念则提

高了思考能力，深化对伟大思想的认识。史料实证培养了学生

查找和分析资料的技能。 

比如，在教学《中世纪的西亚》这一章节时，老师可引导

学生预习相关材料，深入了解关键知识。将学习内容分为两个

专题，——“中世纪西亚诸国”“阿拉伯帝国”，筛选相关内容，

强化预习。通过思考“阿拉伯帝国文化成就及其繁荣原因” 引

导学生充分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

有特色、地域之别”的重要论述，认同“只有加强文明之间的

交流与互鉴，才能促进彼此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增强对多元文

化的尊重[2]。 

（五）2.5 深化课程思政内容探索，实施多角度的历史教

学 

在高校《世界古代史（下）》课程中，教师需挖掘与思政教

育的关联，构建一套科学且全面的教学体系，以探索课程思政

在此领域的融合方式。首先，教师应参照教材，以各时期和各

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状为教学内容，引导学生深入理解

世界古代史的内涵。其次，教师应将历史教学与学生过去的学

习经验相结合，为学生构建一条历史学习的线索。以“东亚社

会的发展”的教学为例，教师可以借助学生在初中阶段学习的

“日本大化改新”这一知识点，深入解析中国文化对日本政治

制度的影响。这种由浅入深的教学方式能够激发学生对中国文

化对周边地区影响力，以及对中日历史交流的深入兴趣。最后，

通过介绍中国古代文化、儒学和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等熟悉的主

题，学生对“东亚社会的发展”的历史知识将有一个初步的认

识和记忆[3]。 

（六）2.6 盘活中世纪历史影片思政教育元素，扩大课前课

后思政教育空间。 

“一流课堂教学的真谛其实不在课堂而在课堂之外”。 

中世纪历史内容为过去时, 繁杂的历史内容单凭语言的平

铺直叙很难再现其丰富多彩的特色，因此教师在上课开始之前，

可选择一些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历史的影片，如电影《重返中

世纪》、《阿克巴大帝》、《圣女贞德》、《勇敢的心》等。《重返中

世纪》、《阿克巴大帝》影片可让同学们直观感受欧洲中世纪人

们的社会生活、印度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引领他们以兼容并

包思维看待世界。《圣女贞德》、《勇敢的心》影片则可让同学们

体会贞德的英勇无畏和英国人对正义和希望的追求，激发其内

心共通的爱国主义情愫，在生动、直观的光影世界中进行自我

思政教育。 

教师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布置观影与研讨的主题，通过师

生课下赏影、课上解读，课下查阅资料，课上交流研讨方式，

在实践中将课堂上被动接受的知识、思路、观念，转变为自身

思想系统中的一部分，实现潜移默化的自我思政教育。 

结束语： 

综上所述，结合课程思政和历史教学，有助于提升历史教

育的效效。教师在授课前应详读教学大纲和教材，深挖课程思

政元素，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教学中，重点要把握教育重点，

不断刷新教学方法，并利用新媒体技术，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完成思政教育。课后实施的有效评估，能帮助学生提升思维能

力，促其进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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