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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生态 

共同体的构建 

——以《追寻改革足迹，将改革进行到底》教学设计为例 
吴海翠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海口  571158） 

【摘  要】课程思政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综合的课程教学理念，为新时代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契机与机遇，
挖掘旅游管理课程的思政元素，融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教学设计和实施
中，以《全面深化改革》章节为例进行课程设计，探索“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课程生态共
同体的构建路径，教学效果表明，这种教学设计理念有利于增强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针对性和亲和力，
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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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与学情 

1.1  教材内容分析 
本专题课选自 2018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第十一章第二节《全
面深化改革》，是十九大后教材新修订的内容，体现了新
时代的新思想、新精神、新部署。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职业院校“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引导青年学生回
顾了解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发展进程，深入体会改革开放
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创建的巨大历史功绩，
进而担负起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使命，特设计“追寻改革
足迹，将改革进行到底——改革开放 40 周年历史巨变讲
解”教学实践课。 

1.2  学情分析 
作为高职一年级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掌握了一定的

时政热点知识，了解改革开放的大概情况，但缺乏辨析和
系统化构建的能力；对改革开放的成就有一定的感性认
识，但理性认知有待提升，责任意识、担当意识有待激发；
有较强的职业认同感，具备基础的专业知识、喜欢表现且
希望得到他人和社会认可；具备一定的通过网络获取信息
的能力，能够熟练运用智慧树、超星学习通进行学习。 

1.3  教学目标与重难点 
1.3.1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了解改革开放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及

讲解词撰写方法与技巧。 
（2）能力目标：能撰写符合标准的讲解词，能符合

感情饱满、繁简适度地按要求讲解改革开放 40 年历史巨
变。 

（3）情感目标：激发投身深化改革的热情干劲和使
命感责任感，坚定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信念，自觉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做出贡献 

（1.3.2  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回顾了解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进

程，撰写符合标准的讲解词。 
（2）教学难点：深入体会改革开放 40年的巨大历史

功绩，能进行富有感情、自然得体的讲解。 

2  路线与结构 

2.1  教学方法 

（1）教法：任务驱动法、情景模拟法。 
（2）学法：自主学习法、小组研讨法。 
2.2  资源平台 
（1）硬件环境：多媒体教室（含无线网络、一体机、

多媒体系统、平板等）。 
（2）软件环境：学习通教学平台、弹幕工具、国家

博物馆虚拟 3D展厅、微视频、学习中国 APP等。 
2.3 教学设计思路 
本专题遵循思政课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知识性与

价值性相统一的原则，以改革开放足迹讲解为典型工作任
务，以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大型展览网上展馆》全景 VR为教学辅助软件，通过教
学平台的在线慕课实现课前预习，利用环屏导游实训室创
设改革开放展厅情境，通过设置模拟导游讲解活动，提升
学生进行导游词的创作和讲解技巧，增强学生对改革开放
战略理论的认同，激发学生投身深化改革的热情干劲和使
命感责任感，坚定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信念。在教学方法的
选择中，分步实施“探寻足迹—研学足迹—撰写讲词—讲
解足迹—真导实讲”五个环节，分别对应德育知、情、信、
意、行的教育规律，让学生在做中写，讲中悟，成为课堂
的主体。 

3  过程与方法 

3.1  教学过程 
【课前预习 合作交流】 
环节一： 探寻足迹 搜集素材 
【任务驱动】教师提供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网上展馆》网址，该网上
展馆设计了关键抉择、壮美篇章、历史巨变、大国气象、
面向未来等主题展区；通过大量的历史图片、文字视频以
及实物场景、沙盘模型、互动体验等形式丰富的资源，全
面展示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和国家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社会发生的深刻性变
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 

教师引导学生借助网上展馆和互联网搜集整理素材，
运用思维导图软件梳理出改革开放 40 年的光辉历程，并
将梳理的思维导图分享在教学平台。 

【学生活动】登录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庆祝
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网上展馆》，了解改革开放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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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的基本情况，深入理解，为撰写足迹讲词积累素材、
做好准备。 

【点评指导】教师结合学生在思维导图梳理中中暴露
的问题，有针对的进行资源推送和讲授，帮助学生认识不
足并完善思维导图，再次绘制导图，学生思路明显提升，
为写讲词环节，做好素材储备。 

【课中实施 启迪智慧】 
环节二：研学足迹 完善素材 
【任务驱动】首先通过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3D展厅体验 720度全景
漫游，多角度、全景式感示改革开放 40 年的光辉历程、
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学生活动】合作探究，借助不同展区的内容，分别
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和军队、港澳台
侨工作、对外开放、党的建设等方面收集、研读、交流取
得的巨大成效，为撰写改革开放足迹积累素材。以小组为
单位学习探究，点击展区中相应的图标，即可查看到每个
方面的讲解介绍。 

【启发思考】改革开放 40 年成就的取得，背后的原
因是什么？ 

【学生活动】运用互联网查找资料，归纳出原因，并
进行小组代表分享。 

【教学反馈】肯定学生的回答，并进行理论升华。我
国改革开放 40 年伟大成就的奥秘归结为以下六点：党的
领导是首要因素；道路正确是根本原因；理论科学是思想
灯塔；制度优越是根本保障；中华文化是精神之源；中国
人民凝心聚力团结奋斗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
依靠力量。 

【小结】40 年余来，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的背后密码，是因为有党的正确领导、正确的道路、科
学的理论指导、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先进的社会主义文
化、强大的群众基础。对历史成就的回望，是为了下一段
征程能更好地出发。 

环节三：撰写讲词 绘声写影 
【头脑风暴】一篇优秀的讲解词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教师分析归纳优秀的讲词应该具备人、物、事、魂的特点。 
【学生活动】小组讨论，回答问题，用几个词总结优

秀的讲解词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任务驱动】 组织学生根据优秀讲词的标准，从网

上展馆《第四展区》等九个方面历史巨变中抽签选择其中
一个作为研学团，撰写相应讲解词，并上传至教学平台。 

【教学反馈】教师评价并分析各组讲词，发现学生讲
词存在平铺直叙，理论底蕴不足等问题，随后，教师引导
学生运用恰当写作方法，如画龙点睛法，用一个词概括改
革开放不同方面的历史巨变。与此同时，要引导学生认识
到，改革开放成就的取得充分说明了我们坚持了正确的科
学理论，执行了正确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和路线方针，提高
讲解词的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 

【学生活动】根据教师对讲词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再次
进行研讨，明确讲词要贴近游客感受，突出展示群众、生
活、文化和故事，强化讲解历史纵深感、群众获得感、发
展成就感和新旧对比感。最后小组再次打磨初稿，最终定
稿，并将讲解词上传教学平台，小组相互打分点赞，为接
下来真导实讲奠定基础。 

环节四：讲解足迹 实景模拟 
【情景模拟】教师依托环屏实训室和国家博物馆 3D

虚拟展厅，引导学生将写好的讲词进行模拟的讲解和展
示，组织其他学生根据学生代表展示进行打分和逐组点

拨。 
【榜样示范】播放湖南浏阳唯一一个到国家博物馆讲

解“改革开放 40年”的讲解员 95后周靛的故事，激发学
生投身深化改革的热情干劲和使命感责任感。 

【学生活动】学生分组进行展示，并观看教师的示范。
聆听榜样的辛勤背稿、刻苦训练故事，并分享感受，坚定
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信念，自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做出贡献。 

【教学反馈】教师点拨，及时鼓励肯定学生的表现，
并指出问题，即普遍存在背诵讲解、眼神表情等态势语运
用不到位的问题。教师播放优秀讲解视频进行示范，引导
学生对其语音、语调、表情、情感、态势语的观察，并总
结讲解要点。组织学生进行再次讲解，并选出最佳讲解之
星。 

【学生活动】观摩、观察优秀的视频展示，形成初步
的感性认识，并对照联系，明确自身存在的问题，记录讲
解要点，之后再次进行再次讲解，小组互相打分，选出本
班最佳讲解员。 

【小结】改革开放是一项伟大的决策，是推动党和国
家事业大踏步向前发展的重要法宝，是推动特色社会主义
向前发展，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作为新时代青年大学
生，我们要自觉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将改革开放进行
到底，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课后实践 拓展升华】 
环节五：真导实讲 产教融合 
【社会实践】利用期末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到

当地博物馆庆祝海南省改革开放 30 周年展区进行实地讲
解跟岗实践。教师制作游客满意度评价表，让游客对学生
的讲解进行打分，作为教学评价的重要依据。布置课后拓
展讨论题目在教学平台，引导进行经验分享和学习。 

【学生活动】合作探究，分组进行带团实践，对馆区
游客进行义务讲解，并收集游客的满意度评分表。最后将
带团实践心得分享在教学平台，与班上同学一起讨论交
流，不断增强自己的职业素养。 

【教学反思与创新】 
（1）以生为本，真导实讲，三全育人。注重为学生

创设教学情境，符合高职学生心理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
结合学生专业实际，以导游讲解展示的方式设计课堂，将
专业课程融入思政课教学，严谨、规范、礼貌的表达，帮
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专业素养，全面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
职业技能，体现了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的相统一。 

（2）产教融合，创新教学方式。能引导学生结合改
革开放 40 年历史巨变书写旅游讲解词，对接学生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将思政课教学与行业需求接轨，注重知识讲
授更注重价值引领，不仅提升了学生表达能力和创新创业
能力，也体现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思政课
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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