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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思索】

我的教学追求：思政为魂，专业为本。精通教材，熟悉学情。举足为法，吐

辞为经。理实相融，公平爱生。

——教授 彭方弟

督出教学质量，导达育人目标。

——教授 陈 真

【督导情况】

2021 年 3 月，督导组教师共计听课 188 节次，与任课教师交流 41 次，听课

班级数为 130 个，占比为 71.8%，听课专业数为 22 个，覆盖率为 78.6%。结合每

月教学督导情况反馈表，现围绕本月学习情况、教学情况、存在问题三个方面报

告情况如下：

一、学习情况

本月听课班级中，学生的学习情况整体表现较好，体现在能提前到达教室，

到课率高，少有迟到、早退现象；课堂上与教师有着较好的互动，能够积极参与

问题讨论及发言，学习状态较好。

经督导组反馈，学风较好的班级有 2019 级护理 9班、10 班、12 班、14 班、

18 班，2019 级计网 3班，2019 级旅游专业，2019 级会计 3班,2019 级数控专业，

2020 级康复 2班，2020 级助产 1、2班，2020 级学前教育 9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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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情况

本月听课教师中，教师素养较好，教学态度严谨，注重课堂纪律的管理，能

够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开展课堂教学及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在教学设计、课堂组织、

教学方法与手段选择、教学资源应用、信息化教学等方面都表现得较好。较为突

出的教师有赵佩玉、郭海秋、王丽、张正红、刘丽、罗梅、赵诗语、陈庄、王娟、

罗静、王琳等。

【学前教育学院赵佩玉】围绕“幼儿为本”、“以身作则”、“教，上所施，

下所效也”等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注重课堂纪律管控，针对学生在他人回答问题

时讲小话的情况，会进行课堂规则重申，若出现类似情况，会请同学上台模拟面

试环节中的“自我介绍”，既引导学生学会尊重他人，也能够锻炼学生的表达能

力。教学设计完整，综合运用讲授法、问答法、任务驱动法等开展教学。注重新

旧知识之间的联系，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熟悉教学重难

点。使用职教云开展信息化教学，课件制作简洁美观。

【卫生健康学院郭海秋】在上 2019 级护理 18 班的《基础护理》时，能结合学生实训情

况讲解知识，有较强针对性。教学内容较熟悉，知识容量够，教学环节体现清晰，有课程思

政开展，师生互动较好，课件图片清晰。

【卫生健康学院王丽】积极性高，会提前到教室做好准备工作，课前组织学生快速进入

教学环节，理论教学中融合提问式、启发式等教学方法，提高了学生课堂参与教学的积极性，

带动学生思考。此外，该教师教学准备充分，PPT 设计合理，内容详实，切合教材、教纲和

计划，且有一定的知识拓展，教师仪表仪态教姿符合教师规范。

【思政教学部张正红】在上毛概课时，教学组织严谨，纪律严明，在授课过

程中，配合职教云的讨论、头脑风暴等活动，将课堂内容化繁为简、化被动为主

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将课堂思政植入教学内容。

三、存在问题

经督导组反馈，本月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课程思政开展、课堂

纪律管控、教学设计和师生互动四个方面。

（一）课程思政有待强化。课程思政的体现较少，衔接不顺畅，内容主旨不

突出等。

（二）课堂纪律有待加强。个别班级课堂纪律涣散，教师未能及时强调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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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课堂纪律，教师需提高课堂控场能力。

（三）教学设计有待完善。教学设计还需进一步改进，尤其是教学内容和时

间分配的优化。

（四）师生互动有待加强。师生课堂互动较少，互动形式单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

【教师体悟】

文一

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有感

——以《中国画—写意荷花》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提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如何将立德树人和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

教学工作？笔者认为，作为专业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是有效途径。

笔者在学前教育学院承担《美工》课程的教学任务，现以《中国画—写意荷

花》这堂课的教学实施为例，就如何融入思政元素总结以下体悟。

一、课堂引入的思政元素

课前，笔者收集了荷花的图片、周敦颐的《爱莲说》和一段雅致的音乐。课

堂开始时，组织学生一边观察荷花图片，一边就着配乐声情并茂地朗诵《爱莲说》，

并让学生谈谈所想、所感。环节末，趁着学生的脑海对荷花建立的初步形象和感

情，老师顺势小结和教育学生：“荷如人，人似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诗人以荷喻人，画家用画笔画荷，传颂了中华传统美德。

二、新课讲授的思政元素

笔者根据荷花的构造，将其绘制技法进行了分解：

首先，画花头。国画所用颜色多为青墨色，青墨画青荷，寓意“青莲即清廉”，

教育学生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做人做事清正廉明；以"一点一线，一

花一蕊"的组合方式描绘花蕊，教育学生要精益求精，心静如水，疾徐有度。

其次，画荷叶。荷叶代表“大气”之意，绘制时要画出气势，用大号笔侧锋

运笔，起笔实、落笔虚，见笔见墨，墨色有浓淡干湿的变化，且有层次感，顺势



4

给学生强调绘制时要直抒胸臆，气势开阔，体现出做人要宽容大气。

再者，画花杆。花杆要用中锋用笔，直中有曲，弯而不软，由上往下画，荷

杆代表“正直”之意，就像《爱莲说》所提“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教育学生

要正直不阿和坚韧不拔。

最后，画莲蓬。这里向学生宣扬莲蓬是荷花的果实，结出许多的莲子，象征

多子多福，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寄托人们美好的愿望。

三、课堂总结的思政元素

课堂总结阶段，笔者进一步阐述了荷花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德的关系：

莲花挺拔秀丽的芳姿，清逸超群的美德，特别是可敬而不可侮慢的嵌崎磊落

的风范，能给人思想情趣以深切感染的着力之处。荷叶清秀，花香四溢，沁人心

脾，自古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寄托着人们心中洁身自爱、不同流合污的高

洁追求，在人们心中是真善美的化身。莲蓬是吉祥丰兴的预兆，也是友谊的种子。

“荷”与“和”相通，荷花作为和平、和谐、合作、合力、团结、联合等的象征，

纵使是在污浊的环境中也能洁身自好，保持自己高尚的品德。我国一直坚持“和

平外交”政策，人与人之间讲究“和气生财”，家庭成员之间要做到“和和美美、

和睦相处”，才能家和万事兴。

这些传统文化和美德需要当代大学生一直传承下去。

四、结语

本堂课，无论是开篇的初识荷花，中间的绘制荷花，还是结尾的再识荷花，

都能够找到太多荷花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德的关系，这正是教师融入思政元素的

切入点。有效的思政元素，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耐心细致、精益求精、不怕吃苦的

精神，还能够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

为自觉行动。

作者 杨 李

编审 周晓晗 王石桥

http://www.so.com/s?q=%E8%8D%B7%E8%8A%B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8A%B1%E5%8F%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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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二

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

---以《外科技术--止血法》为例

老师要上好一堂课，需要做到教学目的明确、教学内容重难点突出、教学方

法得当、语言表达清晰、板书整洁、教学过程组织严密、课堂活跃等。要想达到

如此效果，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

的主体地位。

一、课前明确教学任务

没有目标，就没有行动的方向。要想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就要让他先明确这堂

课的目的、明确自己的任务。而布置的任务要让学生有能力去完成，所以在课前

首先通过案例题了解学生的课前掌握情况，并根据此发布难点讲解微课让学生自

学，并发布任务分小组练习“指压止血法及止血带止血法”上课进行小组 PK 抽

查。

二、设疑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强烈的求知欲是推动学生积极学习的动力。人们的求知欲主要产生于人的好

奇心、好胜心。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设计了一个问题。“流鼻血了你们会怎么做？”

大多同学会说：“头抬起来望天，用冷水拍耳后，用卫生纸填塞”。这时提出：

“这些常识做法实际是错的”，打破常规认知，会提起同学的求知欲。然后再指

出正确的做法：“前倾位，使鼻血排空，可用肾上腺素浸湿纱布或棉球进行填塞”，

就能使学生记忆深刻。

三、循循诱导、启发式教学

循循善诱启发学生思考，课堂效果事半功倍。直接将答案告知学生，会让其

觉得枯燥无聊且记忆不深，不如循循诱导，理清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学生跟

着老师的思路，自己推理出最后的结果，不仅让学生全程参与不容易开小差，而

且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能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比如通过心血管系统血流

方向，从动脉流出，到达各组织然后通过静脉回心，静脉的血来自动脉，所以压

迫止血应该压迫动脉，又因动脉血流较快，一旦出血量就会比较大，所以位置较

深，但是让同学摸一下桡动脉（医生把脉的地方），也有位置表浅可触及的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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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止血压迫点应在体表可触及动脉搏动点。

四、竞争奖励机制

一定的竞争关系会激起学生的胜负欲，奖励机制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成功。

在课堂上将学生分为 6个小组，现场给予案例，各组分工合作，准备用物对标准

化患者进行包扎止血。教师根据评分标准对每队进行打分，得分高的全组人员进

行加分。学生学习需要自信心，切不可打击学生自信。

五、情境模拟，亲身体验

情景模拟，课堂学习生动具体。课前导入创设一定的情境，由助教老师扮演

标准化患者，让学生一进入课堂就进入了伤病患者的情景模拟当中，整个课堂围

绕标准化患者进行，由学生对其进行评估、诊断、计划和实施。让学生在课堂上

充分动脑、动手、动口。这种方法不仅能让学生把知识深深的记在脑海里，还能

够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将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避免纸上

谈兵。

无论何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积极性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课堂以学生为主，

将被动学习转变主动学习。把课堂交回到学生的手中，他们才是课堂的主角。

作者 邓 敏

编审 周晓晗 王石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