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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设计方案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堂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选用教材

教学单元 第九章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授课内容 第一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授课学时 2

授课地点 腾讯课堂

授课对象 高职畜牧兽医专业一年级学生

2.1 学情分析

学生在前面的学习中，已经了解并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容，还学习了一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具体的学习

基础如下表：

课程名称 内容模块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第一章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第二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第四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

成果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第五章邓小平理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第六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课程基本信息

学情及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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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第七章科学发展观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第八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及

其历史地位

中国梦这个词传遍大江南北，家户喻晓，从中国梦可以联系到个人梦、青春梦、大学梦，从

而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大部分学生通过大半个学期的学习，已经有相对扎实的基础，因

此学生对这章的内容应该充满浓厚的兴趣。希望能通过这一章的学习激发所有学子奋起追梦寻梦。

2.2 教学内容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第九章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第一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3 教学目标

单元目标 目标描述

知识目标 1. 了解中国梦的提出；

2. 掌握中国梦的科学内涵；

3.了解中国梦的实现路径。

能力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让学生理解在新征程上，按照什么样的时间表、路线

图，进一步追梦圆梦。

素质目标 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中国梦与个人梦、青春梦的关系，鼓励青年学子不负

韶华，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2.4 教学重点、难点

根据学情分析结论，确定了本单元的重点、难点，如下表：

教学单元重点、难点 详细知识与技能点

教学重点 中国梦的科学内涵

教学难点 中国梦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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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方法

及手段

时间

分配

课前

1.教师利用腾讯课堂发布课前预习和小组作业 ，学生课前完

成任务。

2.签到（1min）

3.学生分享每日新闻两分钟（2min）

4.完成一个小组的主题演讲《以梦为马，不负韶华》（10min）

5.小组互评+老师点评（2min）

任务驱动法

自主学习法

直观演示法

15min

导入新课 1. 【猜谜语】

人类历史上最牛的创业团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牛的创业

史，说的是 1921 年的 7 月，由 53 名平均年龄只有 27、28

岁的年轻人组成了一个创业团队，资本金近乎为零，但是此

后经过 28 年的奋斗，这支创业团队不断地壮大，终于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公司正式上市。此后，又经过无数次的资产

重组和各种惊涛骇浪，今天，这个公司的市值全球第二。

【谜底】：中国共产党

2.【提问】那么知道中国梦和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吗？

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

伟大的梦想，这不是镜花水月般的梦想，而是中国共产党 人

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的继承和延续，是

中国共产党人以生俱来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正是中国共

产党将中国梦具体化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

谜语导入法

问题导入法

5min

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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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历史阶段，为实现中国梦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方略。

课堂教学

伟大民族憧憬伟大梦想，伟大梦想成就伟大民族。中国

梦，百年梦。百年逐梦，感天动地。今日中国，前所未有地

接近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实现。在新征程上，按照什么样的

时间表、路线图，进一步追梦圆梦，实现关键一跃，这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1、中国梦的提出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

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以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2、中华民族的追梦历程（教学重点）

【提问】为什么要用中国梦来概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资料】历史学家戴逸在《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报告

【提问】报告中这个表格说明什么呢？

【总结】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

【提问】关于古代中国，浮现在大家脑海里的值得我们称颂、

让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有些什么呢？

四大发明、张衡发明地动仪、祖冲之把圆周率精确到后七位、

农学书《齐名要术》、长城、赵州桥、史记......

通 过 案 例

法、情景法

突出教学重

点

问题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

5min

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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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历经过苦

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复兴之路》展览，

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

华民族的明天，习近平引用三句诗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生动叙

说，生动诠释了近代 100 多年来中国人民寻梦、追梦、圆梦

的历史进程。

（一）中华民族的昨天，正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

近代中国，几经磨难

 近代中国 几经磨难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

 甲午战争——《马关条约》

 八国联军第二次入侵北京——《辛丑条约》

 1915 年《二十一条》 九一八事变 七七事变

仁人志士 探索奋斗

 洋务派——喊出了求富自强的口号

 梁启超——提出“少年中国”说

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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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喊出“振兴中华”

 李大钊——呼吁为“中华民族更生再造”而奋斗

1) 首先经历了折戟沉沙之洋务运动—封建地主阶级的“富

国强军”梦。一场甲午战争，割地赔款。覆灭了封建地

主阶级的“富国强军”梦，“中国梦”胎死腹中。

2) 出师未捷身先死之百日维新运动——资产阶级中上层的

“宪政梦”

3) 革命尚未成功之辛亥革命——半途夭折的“民主共和梦”

（二）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

4) 曙光再现之新民主主义革——伟大复兴的奠基之作

5) 康庄大道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伟大复兴的胜利

坦途

（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民族独立梦、两弹一星梦、奥运梦、世博梦、青藏铁

路梦、飞天梦、潜海梦、航母梦……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改

革开放 40 多年，我们的一个个梦想成为现实。

正如习总书记：“我们现在比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更加

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我们现在比历史任何时期

都有信心都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这三句诗将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熔铸于百

余年中国波澜壮阔、沧桑巨变的历史图景，指明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

二、“中国梦”的科学内涵

2013 年 3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

学院演讲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中国梦的

本质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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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富强：是指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经济更加发达，科技创

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驱动力更加强劲，政治更加民主，文

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生态更加美好。

民族振兴：民族振兴，就是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与强大，

继承并创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及先进的文明成果，

进而使中华民族再次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再次以高昂

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人民幸福，就是人民权利保障更加充分、人人得享共同

发展，生活在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

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

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三者的关系：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是人民幸福的基础和保障。

 人民幸福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

求。

 人民幸福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梦是国家情怀、民族情怀、人民情怀相统一的梦。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家

国天下”情怀。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人民是中国梦的主体，是

中国梦的创造者和享有者。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宏大叙事”的国家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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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体而微”的个人梦。

 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三、奋力实现中国梦（教学难点）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

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大

团结的力量。

通过大量案

例突破教学

难点：中国

梦的实现路

径

案例教学法

17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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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本节的学习，让学生掌握了中国梦的相关内容；

（2）通过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和视频帮助学生突破教学难点，运用问题和案例教学法突出教学

重点；

（3）需要进一步引导学生主动进行探究性学习，并且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

 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实现中国梦任重而道远，需要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艰

苦努力。

 实现中国梦需要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实现梦想。

【结语】：

那么今天我学习了中国梦的提出、中国梦的内涵、中国梦

的实现路径。在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参观了《复

兴之路》展览，正式提出中国梦。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

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课堂测试 如何认识中国梦的内涵？ 发起腾讯课

堂答题功能

3min

布置课后

任务

1. 完成超星网的课后练习

2. 完成小组主题演讲

3. 到央视网观看视频《百年潮·中国梦 》

老师腾讯课

堂上传作业

和任务，并

且线上答疑

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