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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提纲 

1 《概论》课进行改革的原因 

2 《概论》课改革的三点做法 

3 《概论》课改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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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程的内容来看： 

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在
学习的熟悉的“新课” 

从教材的呈现方式来
看：重理论轻案例,

缺乏生动性 

从社会现实来看： 

全媒体时代，互联网
夹杂大量不良信息冲
击学生的思想和道德

观念 

从教学方式来看：教
学方式单一，学生参
与度低 

从学生受教育的经历
来看：重物质、轻精
神和政治，“精致的
自私主义”泛滥 

一、《概论》课进行改革的原

因 



一是如何将教材重点、理论难点、社会热点与学生疑点有机结合？  

二是如何实现教学与实践的知行合一，激励学生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

思考？ 

三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学生主动参与的意识和发现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

的意识？ 

四是如何使考核评价方式更符合《概论》课的教育教学实际？ 



C B 

A 

运用任务驱动教学法，构建“任务

驱动——自主学习——成果汇报”

的教学模式 

采用问题引领教学法，构

建“问题引领——小组合

作——研讨提高”的学习

模式 

采用多元多主体的评价机

制，学生成绩由“教师赋

分+学生赋分+组长赋分”

构成 

二、《概论》课改革的三点做
法 



二、《概论》课改革的三点做法 

1 
运用任务驱动教学法，构建“任务驱动—
—自主学习——成果汇报的教学模式 



 设计理念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

学生的学习活动必须与任务

或问题相结合，以探索问题

来引导和维持学习者的学习

兴趣和动机，创建真实的教

学环境，让学生带着真实的

任务学习，以使学生拥有学

习的主动权。 

        

“任务驱动”教学法最根本的 

特点就是“以任务为主线、教 

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社会调查：蔡英
文当选后大陆赴
台旅游人数锐减 

实现祖国完
全统一 

必须进一步

深化改革 

社会调查：小岗村

的昨天今天明天 

经济新常态 
 

 

社会调查：中国

人疯狂海外购物

折射的问题 

制定任务的原则： 
        将教材重点、理论难点、社会热点与学生疑点有机结
合 



自主选择 

01 

研讨提高 

04 

总结反思 

05 

自主学习 

02 

汇报交流 

03 

（一）运用任务驱动教学法，构建“任务驱动——自主学

习——成果汇报”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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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论》课改革的三点做法 

2 
采用问题引领教学法，构建“问题引领——
小组合作——研讨提高”的学习模式 



 设计理念 

    孔子：疑是思之始、学

之端；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

不学则殆。朱熹：读书无疑

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

疑，到这里方是长进。陈献

章：前辈谓学者有疑，小疑

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

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

番长进。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 

学习并非学生对于教师 

所授予的知识和经验的 

被动接受，而是学生依 

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所 

作的主动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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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教学与实践的知行合一，激励学生由被动接受转

向主动思考 

进一步提高学生主动参与的意识和发现问题并尝试解

决问题的意识 

设计问题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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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问题组链 课堂研讨发言 

小组分工学习 联系社会现实 

（二）采用问题引领教学法，构建“问题引领——小组合

作——研讨提高”的学习模式 



二、《概论》课改革的三点做法 

3 
采用多元多主体的评价机制，学生成绩由
“教师赋分+学生赋分+组长赋分”构成 



 设计理念 

    评价机制在一定意

义上就是学生学习的指

挥棒； 

    保证整个教学改革

成功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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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赋分：试卷、

考勤、社会调研 

组长赋分：全程反

映学生学习参与度 

学生赋分：课前自

主学习成果分享 

多元多主体的评价机制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 sed do 

eiusmod tempor incid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a. Ut enim 

ad minim veniam, quis nostrud exercitation ullamco laboris nisi ut 

aliquip ex ea commodo consequat. 

尚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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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卷面成绩的比重，少些形式主义。因本课程的考

试为随堂多次开卷考试，多数答案在教材上，所以减

少该项比例。 

 

 

突出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的评价，多些实际能力考

核。包括学生的出勤情况、课堂汇报情况、课堂研讨

程度、课堂发言频次、社会调研活动中的表现和调研

报告的质量等，学习过程无死角，全部被监控。 

多元多主体的评价机制的特点 



三、《概论》课改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1 此次课程改革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 

2 此次《概论》课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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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状态发生明显变化：主动学习、积极参与、深

度思考 

同学关系得到改善：组长的协调能力、组员磨合、

团队合作精神 

学生能力得到提高：组织协调、沟通交往、查阅资
料、演讲朗诵、制作PPT、网上制作并发放调研问
卷、制作数据分析图表、书写规范的调研报告。 

学生的反馈情况良好：觉得这个课有意思 

（一）此次课程改革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 

从学生角度看 

2015-16-2 优秀社会调查报告/光华学院学生利用互联网学习情况调查刘艳合格.doc
2015-16-2 优秀社会调查报告/经济1-2班赵烨盛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调查ppt.pptx


概论课很好，上课时气氛

活跃，展示机会多，还有

就是每道题的答案都是学

生自己来寻找，然后您再

讲，让我们理解记忆更加

容易和深刻。就是请假有

点难。总的来说《概论》

课很有意思，很喜欢。—

—睢建涛 

给我们更多表现

的机会，可以让

我们能够表现自

己的能力和水

平。——王聪 

《概论》课我感觉有趣的是可以和不同
同学交流看法。对我来说，我更渴望和
同学交流，而不是单纯的各抒己见。对
《概论》课是满意和喜欢的，比起书本
上的知识，我想更珍贵的是价值选择的
方式和对社会现象的思考，这是我的收

获。——付金辉 

您组织的诗歌朗
诵、调研等活动
可以促进小组的
合作能力、也比
以前上课更新颖。 

——张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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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能力进一步提高。教改的课堂上变数增加，对

老师驾驭课堂的能力和理论内涵要求都更高。 

教学时空进一步拓展。几百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

调动起来了，几十个学习小组的学习内容要指导，

必然占据大量的课余时间。 

教学效率进一步提高。许多基础问题在组内交流时
会全部解决，较难问题讨论解决。 

教师的角色地位发生转变。由过去知识的传授者变

成学生学习的引领者和督促者，变成学生学习的合

作伙伴。 

（一）此次课程改革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 

从教师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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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额大，指导难度太大。《概论》课的班额普遍在
120人左右，每个教学班可划分为15个学习小组，
如果任课教师承担4个教学班的教学，就是60个左
右的学习小组，120个自主学习任务，15周完成。 

学生差异大，统一的评价标尺难以真实反映学生的

进步幅度 

“坐车”的现象依然存在 

部分同学觉得学习任务重 

  （二）此次《概论》课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感谢学校的此次教学改革活动的部署！ 

        感谢思政部领导和同事们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任课班级同学们的积极参与！ 

          自己就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教学相长，乐在其中！ 

改革没有完成时 

只有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