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教育案例

一、案例基本信息

案例名称 古典诗词鉴赏——《声声慢》

案例负责人 吴蕾 职称 未评

所在学校 佛山市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案例团队

主要成员
李美玲、谢星魁

适用专业 语文 所属课程 语文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技能）课程

课程类型 ☑理论课 理实一体化课 □纯实训课

二、案例内容

课程简介

（300字左右）

（主要包括课程内容、课时、课程目标等）

《语文》课程是中职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基础文化课之

一，授课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一、二年级学生，共 198学时。

《语文》课程是由基础模块、职业模块和拓展模块构成，依据

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为统领，整体建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通过阅读与欣赏、表达与交流及语文综合实

践等活动，在语 言理解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发现与鉴赏、

文化传承与参与几个方面都获得持续发展，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坚定文化 自信，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涵养职业精神，为适

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提供支撑。



摘要

（200字左右）

（简要介绍如何融入思政元素、融入哪些思政元素、效果如何等）

古典诗词凝聚了我国古代文人志士思想感情和精神财富，对提高

当代青年学生人文素质修养和思想觉悟有关键作用。古诗文教学实语

文教学的核心内容，也是渗透传统文化教育主要阵地。

古典诗词鉴赏——《声声慢》是一节理论课，结合本节课教学内

容，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全过程。诗歌采用层层叠进描写方式，诗人

将面对国破家亡、漂泊零落的情感巧妙与外界事物结合，诗中愁情令

人无法忘怀。在教学中，融合意象分析、情境创设等方式，使学生深

刻感受身处和平时代的幸运之情与应倍加珍惜之情。在课堂中，时刻

陶冶学生爱国主义情操。

背景与问题的

提出

（200字左右）

（针对某个教学单元或某一节课)

《语文》课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核心课程，不仅承担着传授语言

知识和文学素养的任务，更肩负着培养学生道德情操、文化素养和社

会责任感的重要使命。《声声慢》作为一首充满愁情的词作，蕴含着

丰富的思政元素。通过对其教学，可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李清照的愁

情之源，感受其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审美能

力。同时，通过《声声慢》的教学，还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

思考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的关系，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结合点分析

（300字左右）

（课程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分析）

本案例深入探析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及其教学重难点。学生要通过

此诗歌学会诵读，在反复诵读中，知诗意，并奠定凄苦悲愁的感情基

调，并且通过分析意象及表现力强的词语，体味词境，描述画面，体

会词人之“愁”，从而感悟和理解词人国破家亡之愁，漂泊零落之苦。

培养自身爱国情怀，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教学重点为以读促学，

体会词人之“愁”，教学难点为通过分析意象及表现力强的词语，想

象画面，体味词境。其中，“爱国教育”、“欣赏传统文化”、“品

味语言和文化”、“珍惜和平”等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相结合。



案例描述

（800字左右）

（课程思政目标的确定以及如何有效达成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如何选

取教学内容，挖掘思政元素、设计教学策略、实施教学过程、教学评

价方法等）

本案例选自《语文》课程，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其任务是在义

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强化关

键能力，提高综合素养。根据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及教学重

难点，深入挖掘思政元素，致力于将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

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本案例思政体系构建如下图 1和图 2，依据

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环节划分三个阶段过程，整体如下：

课前自学，学生围绕中华经典古诗词的主要内容进行自主学习，

熟悉《声声慢》写作背景和了解李清照生平。引导学生理解词作中蕴

含的愁情之源。通过分析李清照的丧夫之痛、孀居之苦和亡国之恨，

使学生深刻体会到词人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

课中内化，首先创设情境、话题激趣，学生回答“描写愁的诗句

有哪些？”等问题，运用问题导向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出主题；

其次整体感知、吟咏诵读，初读诗词，纠正读音，感知词意，找出词

眼。通过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古代诗文，增进对中华文化

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的认识和理解；然后分析意象、体会

愁情，学生对比诵读，感受词中的音韵美，通过分析意象，体味词境，

并且创设情境，描述画面，展示词中画面。通过深度学习和分析古诗

文，抵制文化虚无主义错误观点，提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次

点拨分析、总结巩固，学生明晰词中之愁是词人在经历了颠沛之苦、

丧夫之痛、亡国之恨，沉甸甸的、深沉的愁，加深学生对古诗词情感

的理解和感受，增加文言积累，提高文化品位，陶冶学生的爱国主义

情操，培育学生深刻的家国情怀；最后思想迁移、课堂升华，如今和

平的日子来之不易，学生应倍加珍惜，更加努力学习与生活，只争朝

夕，不负韶华。



课后拓展，学生结合自身对诗词内容的理解，以课堂小组为主，

撰写剧本，拍摄情景剧，上传职教云，学生通过拍摄、剪辑、上传等

操作，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和感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综上所述，按照“练学思拓”的教学模式，通过与思政教育的协

同育人，使学生的学习不仅停留在文字表面，而且学会“何以做人”，

理解“为何而生”，对专业理论知识有了更深切的理解，明白作为祖

国青少年应背负的责任，更加自信和具有正能量。初步实现教师言传

身教，学生德融入心的教学目标。

图 1：课程内容



图 2：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

案例反思

（300字左右）

（侧重说明思政教育实施要点、策略方法以及难点问题；陈述思政教

育目标具体达成情况以及改进思路）

本课程的思政教学目标高度达成。基于本课程内容，创新应用

CIPP增值评价系统，针对学生差异性，根据评价数据，促进学生个

性化发展。并且用多样评价方式， 对教学行为和教学结果做出相对

于客观的、可信的、有效的判断。（1）教师自评：教师运用多样朗

读方式贯穿课堂，从浅到深，从点至面带领学生鉴赏古诗文。并且学

生通过课堂演绎，激发联想和想象能力，并且激发学生的思考兴趣，

激发对古诗词的热爱之情，自然融合“思政”教育，培育学生家国情

怀。但课前学生自主预习内容需要加强，例如：可布置学生通过回顾

已学课文回顾如何分析意象等。（2）他评：学生难以通过课堂难以

理解愁情，在课后拓展部分，应该创设情境或者活动延续愁情。

红卫
案例反思，主要表达两个内容：1.融入课程思政之后教学效果和育人效果有好的变化，见到了成效；2.不足之处，要表达出一些常见的，并且可以克服的，并且要指出以后在教学中如何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