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线上教学经验分享  

 

思政部  概论教研室 侯越 

 

 

按照教育部和辽宁省教育厅文件，为落实“停课不停学”的教学要求，我校

开展了线上教学工作。思政部通过超星网络教学平台+超星“学习通”APP开展

了线上教学活动。下面就《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

线上教学经验进行总结。 

一、学情分析 

首先，课程概况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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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为必修课，开设年级为大二年级，涉及全部大二学生，学

习时间为大二整个学年，两个学期。全部内容为十四章，本学期为第二学期，学

习内容包括第六章至第十四章，共计 9 个章节。 

其次，教师团队介绍。概论教研室由六位教师组成，面向全校大二学生进行

授课，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概论教研组开展团队合作、集体备课，实现规范化教

学管理。 

第三，学生概况介绍。由于《概论》课程的教学对象为全部大二学生，这就

直接导致不同系别、不同专业的教学周数和教学周学时各有不同，参差不齐。为

此，概论教学团队采取了由一位教师专门负责一个专业或者两个专业的方式进行

教学安排，以便于最大可能保持教学上的一致性。 

教师 专业/班级 人数 总计 

侯越 
18级道桥系 

7个专业 18个班 
518 人 

3265人 戴茹 
18级机电系 

7个专业 18个班 

549 人 

 

卢萍 

18级物流系 

5个专业 14个班 

18级管理系 

3个专业 5个班 

572 人 

 



王艳 

18级汽车系 

4个专业 14 个班 

18级管理系 

2个专业 4个班 

515 人 

 

孟祥诚 

18级信息系 3个专业 

测绘系 3 个专业 

17个班 

513 人 

王帅乔 

18级建工系 4个专业 轨道系 4

个专业 

20个班 

598 人 

 

二．前期准备工作 

1. 设置教学内容 

由教研室主任牵头组建课程团队，课程团队围绕教务处和部门下发的相关线

上教学指导意见，充分讨论网络授课内容、授课开展方式，以及教学流程设计等

内容，设置好教学任务点，进行权重分配。概论课以签到、视频学习、电子教材

阅读、章节测验、章节作业、阶段性作业六项内容作为给学生成绩的主要依据，

调查问卷、讨论、巩固测验作为加分项对学生成绩予以认定。 

2. 组织教学管理 

概论课针对各系各专业授课时长不同，制定了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周三和周

四学时的任课教师选择周一、周四作为推送课程的时间点，周三学时的班级统一

为单周推送 2 次课程，双周推送一次。为了便于教学管理，任课教师专门设计了

教学周数情况说明表和教学进度表，并在每次推送课程时通过学生签到活动和班

级 QQ 群提醒学生开始新章节的学习任务，以保证全员对于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

的了解掌握。（如下图） 

 

 



 

同时，为了保证学生对于教学信息的及时接受，每位教师都建立了课代表

QQ群，通过 QQ群和超星平台的网络通知确保教学信息的全覆盖。除此，QQ群的

建立还能帮助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沟通，以确保教师能够第一时间解决学生出

现的任何学习问题和软件使用问题，保证良好的教学秩序。 



 

 

三．教学环节情况介绍 

1. 规范网络化教学安排，统一教学思路 

      

2. 针对我校学生实情，特色化考核设置 

《概论》课程的教学采用了首都师范大学的课程资源，教学资源丰富详实，

但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校学生学习，概论团队教师在使用原有资源的同时，在教

学内容上增加了电子教材；在教学设置上适当降低难度；在教学考核上增添了自

编的作业和阶段性考试；在教学复习上，设置测验活动，带领学生巩固已学内容

和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并为教师答疑提供参考。 



      

 

 

3. 突出价值引领，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任课教师通过超星平台活动模块设计各种参与性强的任务，组织学生进行学

习，结合学雷锋日开展问卷调查；设置关于家乡抗疫的讨论话题；并在章节中增

加抗击疫情专题教学内容，实现了对学生思想的全过程价值引导。（如图） 

疫情时期我们心中的“雷锋”调查问卷 

 

 



家乡抗击疫情话题讨论 

 

课程中增加抗击疫情专题学习 

 
 

 

 



4. 重视网络教学监督，确保一个都不能少 

首先，按照推课时间设置定时签到活动，监督学生当日学习情况，确保学生

及时完成学习任务。 

其次，通过周一、周三、周五三个时段不同的活动安排，有计划地提醒学生

及时上线进行学习。 

再次，通过章节测验和作业的完成情况监督学生学习效果，针对成绩低于

60 的学生进行打回重做。 

 

最后，周末再次通过平台通知和课代表群提醒学生检查学习进度，针对落后

学生按照专业通知到班级课代表，并及时反馈信息。 

 

 

 

 



四. 教学效果与反思 

1. 教学效果 

总体来看，《概论》课程的教学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95%的学生能够按照

要求主动完成教学任务点，积极参与各种教学活动，更有一些同学能够主动发现

问题和提出问题，促进了教学相长，网络化教学手段也有助教师更深入学生的学

习，扩大师生互动频率，全面掌握学生实际学习情况，便于对学生的学习和个人

成长方面的引领。 

   

        

 

2. 教学反思 

第一，教师要善于自我更新。受疫情影响，网络化教学成为无奈之举，但是

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概论团队以被动的方式开始网络化教学，但这并非

权宜之计，通过 2 周多的教学工作，概论团队迅速掌握网络化教学手段，体会到

网络化教学的优势，并会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开展线下教学和网络化教学两手抓

工作，充分发挥网络手段的优越性，丰富教学手段、提升教学效果。 

第二，教师要做到诲人不倦。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外一棵树，是一个灵魂触

碰另外一个灵魂。90 后 00 后的学生更注重自我感受，更在意别人的关注，思政

课教师面对大量的学生，工作虽然细碎繁重，但是老师的一个肯定或许会让学生



树立信心。依托网络化平台的先进手段，随时随地关注学生、引导学生，最大化

发挥思政教师的价值。 

第三，思政课要突出价值引领。“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思政课教师更要

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思政课教师要善于发现热点、结合舆情、融汇教

材、贴近学生进行及时、有效地的教学设计，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落实三全育人方针。 

   第四，思政教学要秉持理论结合实践。思政课的落地生根需要在实践的基础

上开展针对性的教学，如通过共同战“疫”内容的设置，在学生自己感受中国精

神、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的基础上，教师再通过理论引导让学生水到渠成地得出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实践活动体现《概论》课程的学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