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70 

“BOPPPS+X”嵌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
使命担当》教学设计研究与实践 

耿亚鑫 1   陈翠翠*2（通讯作者） 

（湛江科技学院，广东湛江 524000）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是广东省精品课程，专题虽与其它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有部分相融但整体
侧重点各不相同。另外，广东省普通专升本生背景复杂。针对普通专升本生，如何实现“担当课”精品课程的“有效性”，如何实
现思政课程间的深度交融，改革和发展是必然趋势。本文以“担当课”为例，分析“担当课”与相关思政课程的差异性，以“担当
课’专题一 19 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与青年使命’”为切入点，分析担当课（专题一）与原理课（导论）部分的差异性，针对差
异性，从三大板块八环节设计“BOPPPS+X”模型嵌入式课堂教学片断，并运用于实践。 

关键词：“担当课”＆其它思政课程；担当课专题一＆原理课导论；BOPPPS+X；教学设计 
 
一、“担当课”概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精品课程由广

东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组织建设，是广东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认真落实全省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建设推进会精神、《广东省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的阶段性成果。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推广“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精品思政课程的通知》，
要求在广东省所有高校面向大一新生开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精品课程，在大一第一、二学期开设完毕，
教学任务完成后需要对学生开展课程成绩考核。 

课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为核心，以马
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历史纵轴，共设 10 个专题，
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青年的责任使命
进行系统性探讨。 

二、“担当课”＆其它思政课程相融部分分析 
目前，广东省高校思政课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

生使命担当》（以下简称“担当课”）外，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以下简称“原理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课”）、《思想道德与法治》（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以下简称“德法课”）、《形势与政策》等课程。课程间整
体有相融部分，但侧重点各不相同。 

“担当课”初设十个专题，后增加两个专题。下面以“担当课”
前四个专题为例，对相融部分进行简单梳理：担当课专题一与原理
课有相交部分；担当课专题二与纲要课有相交部分；担当课专题三、
四均与纲要课、概论课有相交部分；虽有相融，但整体侧重点各不
相同，所以，厘清相关差异性对担当课有效教学是充分且必要的。
对上述课程差异性的研究，即回答该课程与其它相关课程的相关性
与差异性，如内容上的差异性、重难点的差异性、教学活动的差异
性、案例的差异性等，在差异性中重新梳理重难点，为各学科老师
在进行教学时相互补充、避免重复教学、浪费教学资源，是合理规
划教学内容至关重要的前置条件。同时，研究课程差异性，梳理课
程间内容的重叠性，克服背景知识的缺乏性，利用其它课程资源补
齐学生短板，从而实现课程深度交融，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提
高思政课教学效果的同时，亦可在不同层级推动思政课的教学改
革，健全教学的方法、模式、体系。 

三、“担当课”教学设计：以专题一为例 
（一）分析教学内容：担当课专题一＆原理课导论 
实践教学中，广东高校普通专升本生在本科第一学年的第一学

期可能同时学习“担当课”和“原理课”，导致开篇学生混淆程度
较高。下面以担当课专题一为例，从教材内容、教学目标、教学重
难点，以及课堂教学中学生曾出现的状况等进行梳理，为专题一的
教学设计做好预设： 

1.教材版本 

担当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精品
思政课程），广东省教育厅编，2020 年 8 月第 1 版，广东人民出版
社；原理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21 年版）》（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本书编写组编，2021 年版 8 月第 1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章节框架对比（见图 1） 
3.教学目的对比 
担当课：•引导青年学生认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和

青年马克思的时代担当。‚引导青年学生认识青年马克思克服困难、
追求理想、实现时代担当的人生境界。ƒ引导青年学生认识当代青
年担负时代责任的实践形态。„引导青年学生认识全面掌握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
产生是时代的产物, 是马克思自觉投身社会实践、积极解决时代问
题的结果, 自觉担负时代赋予的责任；“原理课”：通过导论的学习，
学生能够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
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发展阶段，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认识马
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理解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学习、
运用科学理论的原则和方法。 

4.教学重点对比 
担当课：a.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b.青年马克思的理论

选择与实践方向 c.马克思的人生四境界 d.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青年如何学习马克思, 担当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原理课：a.马克思
主义的含义 b.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 c.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5.教学难点对比 
担当课：a.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内在逻辑与时代 b.青年马克思

成长的境界和追求；原理课：a.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b.学习马克
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 

6.下一章节对比 
担当课：专题二五四精神与当代青年使命；原理课：第一章世

界的物质性及发展规律。 
其中，章节框架比对如下表： 

 
（图 1 章节内容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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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可知，担当课专题一与原理课导论相比，从字面看：a.少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即没有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进行介绍；

b.专题一的（一）与导论（二）（三）相融；c.专题一（三）与导论

（四）（五）相融；d.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难点等均有相融部

分。 

因担当课在大一需开设完毕，原理课对普通专升本生亦是入学

第一年开设，即两门课程均需在普通专升本生入学第一年开设完

毕，所以，对广东高校普通专升本生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形：（1）同

一学期同时开设两门课程；（2）第一学期开设担当课，第二学期开

设原理课；（3）第一学期开设原理课，第二学期开设担当课。 

若为情形（2），就会出现学生还未学习及了解“什么是马克思

主义”，就要学习马克思的当代价值等，可能会导致学生接受度、

学习效果等大打折扣。若为情形（1），若担当课开设周较原理课更

早，除上述可能结果外，还可能会出现混淆所学课程，混淆重难点

的把握，如在担当课课堂中以为学习的是原理课。 

为了担当课更好的开展，将搭建 BOPPPS+X 教学模式，围绕主

课堂，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混合式、雨课堂等多种教学手段，破解教

学供给和学生需求之间的冲突，下面，将针对上述情形（2）以担

当课专题一为例展开教学片断设计。 

（二）教学片断设计 

“BOPPPS+X”嵌入担当课，根据前述课程描述及实践教学中

学生曾出现的问题进行设计，共分为三大板块：课前预备环节、课

中教学环节、课后辅助环节，为更好的实现教学效果，保持教学流

畅性，现将三大板块融为一体，从八环节对教学环节进行设计： 

1.课前预备环节 

对于普通专升本生第一学期开设担当课，第二学期开设原理课

的情形，即尚未学习“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尚未对马克思主义相

关理论有所了解。对此，在课前阶段，充分利用“X”设置课前预

备环节。此处，可利用雨课堂、腾讯课堂、微课等进行相关知识点

的介绍。以微课为例，此处在微课中回答以下问题：1.本课程的名

称是什么； 2.本课程与原理课的区别与联系；3.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2.导入 

在课前预备环节已经对两门课程的区别与联系进行基本介绍，

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初步回答，所以课堂导入部分可针对

本节设置易引起学生兴趣的材料，如播放视频《马克思主义青年

说》、《青年马克思主义》片断，或音乐短片《马克思是个 90 后》，

或讲故事，或从疫情下的钟南山为例等导入，引起学生兴趣，最大

程度抓住学生注意力，使学生思考马克思追求的历史责任与当代青

年责任担当联系起来, 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依然有时代价值。 

3.目标 

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掌握本专题，目标的呈现不可缺少。对于

本专题，可通过语言描述、PPT 展示或雨课堂呈现的方式等，做到

清晰呈现、一目了然。 

4.前测 

为更好的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过程、达到教学效果，在参

与式学习之前，对学生进行摸底检测。检测方式可通过“X”灵活

运用，以“雨课堂”为例，雨课堂提前设置两三个选择题，设置内

容与课前预备环节“微课”内容部分应相呼应，部分与接下来的教

学内容相关，以检测学生知识储备。 

5.参与式学习 

参与式学习，将持续新授的整个环节，方式灵活多样。比如，

在解释“问题一：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即对马

克思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重点关注三大工人运动, 而非欧洲社会

历史条件, 而三大工人运动是欧洲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尤其

是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决定的。所以对“双元革命”重点讲解。

如何讲解？这里借助视频资料、文献，并辅以情景模拟，让学生置

身其中，感受马克思所处的历史背景，感知马克思面临的时代状况，

激发学生的情绪。紧接着，通过提问的方式，假设学生处在那个时

代，让学生分析自己的选择，以及为何会有这种选择，然后通过资

料展示，或视频讲解的方式呈现马克思的选择，即投身于工人阶级

的解放运动中，后发表《共产党宣言》等。为了更好的达到效果，

紧接着通过提问的方式追问：为什么是是青年马克思能够承担社会

责任？为什么是马克思？学生展开讨论，讨论过程中，教师观察、

参与学生的讨论，学生讨论的结果通过“雨课堂”或其他教学手段

呈现，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比如“有本领”、“有担当”等占比多少，

并让讨论组分享其讨论过程，其他组包括教师在内进行提问或辩

论，通过学生展开讨论，最大程度的提高学生的参与度、积极性，

进行头脑风暴。 

6.后测 

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学手段的辅助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归学

生。所以，在参与式学习后及时对学生进行简单测试，了解学生学

习效果，从而检测教学重难点是否掌握，教学目标是否实现，采用

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雨课堂”、“腾讯课堂”“智慧树”等，同时，

也为下节课的教学策略制定做铺垫。 

7.总结 

BOPPPS 的最后一步总结，即教师总结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梳

理所学知识。如概况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客观性和马克思的时代担

当，以及今天的青年如何学习马克思的精髓。 

8.课后辅助环节 

为了更好的达到学习效果，课后充分利用“X”，提供研讨平台，

针对专题一，让学生设置问题，学生讨论，教师辅助问题设置的合

理性与科学性，从而增强学生的认知和思考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四、总结 
通过教学实践，“BOPPPS+X”模型嵌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

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课堂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对本校普通专升

本生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有效教学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学生对

相关思政课程也有一定的了解，为相关思政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

础，实现课程深度交融。当然，从实践过程发现 BOPPPS 的环节并

非按部就班，可针对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学生灵活设计，从而实现嵌

入“BOPPPS+X”模型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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