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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邂逅——普遍联系与人际和谐》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说课稿 

   德育课从传统的教学到如今的信息化教学，这是一场美丽的蜕变，这样的蜕

变让德育课充满生命，让德育课充满艺术，更让德育课获得完美新生。 

尊敬的各位评委，各位专家： 

大家好！ 

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普遍联系与人际和谐，我将从教学背景、学情分析、教

材分析、教学策略、教学过程、教学反思六方面对本节课进行阐述。 

一、教学背景 

2012 年 9 月刘延东副总理在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十

二五”期间，要以建设好“三通两平台”为抓手，促进信息化教学，两年多的教学

实践让我也一直坚信，唯有信息化教学，才能助力“三生”课堂（生本课堂、生

成课堂、生态课堂），从而打造魅力德育。 

二、学情分析 

本节课是王霁老师主编的《哲学与人生》教材中第二单元第四课的内容，授

课对象是中职二年级计算机专业班的学生。 

思维特点：经过前一阶段哲学课的学习，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得到一定提高，

但是并不占优势。 

学习习惯：他们更喜欢从直观形象的案例入手展开学习。 

信息素养：95 后的学生生活在信息时代，具备一定的信息搜索能力。 

通过数字化资源整合，信息化教学符合学生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学生专业

特点，我们一起搭建学习平台，通过德育学分评价系统过程性评价。 

三、教材分析 

基于教学大纲的要求，确定以下教学目标， 

认知目标：了解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解营造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 

情感态度观念目标：在人际交往中尊重人、理解人、平等待人，学会交友，

自觉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快乐人生。  

运用目标：初步形成处理好自己与家长、老师、同学、朋友等人际关系的能

力，营造和谐人际关系。  

基于学生认知实际，我又确定以下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1.学会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 2.营造和谐人际关系 

教学难点：1.人际关系具有复杂性和交互性  2.营造和谐人际关系 

 

四、教学策略 

为了帮助学生很好的掌握原理，突破教学重难点，我在课前课后通过学习平

台获取知识，通过德育学分评价系统实现育德功效，课中通过音、视、图、文这

些来自于学生搜集整理的资源作为师生、生生互动的媒介。 

五、教学过程 

本节课通过 2 课时，4 个教学环节（前奏——演出——谢幕——延伸），4

个探究活动实现完成。 

1.前奏——课前准备 

课前学生和老师都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学生搜集资源——筛选资源——上传

资源，老师根据教学内容对学生上传的资源进行整合。课前学生登陆学习平台，

下载导学案进行预习，观看动画作品和人生故事，撰写读后感，为课堂教学做好

铺垫。 

2.演出（第一幕：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课中一开始收听音频故事思考问题，了解联系的概念和特征，方法论意义。

学长的故事录制音频创造了一种融洽的教学氛围，将学生带入与教学内容与任务

相适应的理想境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打开学生学习思路，效果显著。 

3.演出（第二幕：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重点 

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还在于引导学生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收听歌曲

《遇见》分析探讨整体和部分功能不同，以钢琴键盘仿真软件为载体实施师生、

生生互动，理解整体和部分功能不同的两种形式。学生在活动中感受、感知、感

悟、进而内化、深化、积淀，最终生成知识，获得成功的喜悦。 

呈现学生课前精心准备的漫画作品，漫画制作的过程也是学生自主学习的过

程，漫画的运用使得教学资源更加形象生动，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4.演出（第三幕：认识人际关系）——难点 

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对于人生指导在于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人际关系。视频的

引入有效启迪学生思维，接着让学生登陆学习平台测试自己的人际关系现状，老

师在第一时间内了解班级学生人际交往现状，更好的引导学生。 

5.演出（第四幕：营造和谐人际关系）——重难点 



 

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人际关系的落脚点是营造和谐人际关系，课前学生通过自

己的故事制作动画片，讲述自己的心情故事，案例来源于身边通过生动的动画呈

现使得教育更具有亲切感和可信度，而且针对性非常强。 

根据德育三贴近的原则，学生在课前拍摄正反两反面的视频资料，课中展示，

理解营造和谐还在于慎重择友。 

最后呈现学生家长会电子卡片，理解营造和谐还在于家庭和谐，发挥同伴教

育的同时极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营造和谐人际关系在于平时生活点滴积累，学生通过生活素材制作电子相册

的过程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更是情感态度观念转变的过程。 

6.延伸 

课后学生登陆平台完成作业，系统能够即检即评，学生还可以通过平台看到

课堂中的精彩实录，很好的做到了课后延伸。 

本节课通过自评、他评和教师点评评选出最佳表现奖，评价不仅面对当前，

更要注重生活中过程性评价，以德育学分实施细则为依据，登陆德育学分评价系

统，进行全方面的过程性评价，育德效果明显。 

六、教学反思 

本节课之所以能够达到预设的教学效果，经验在于 

1.学习网站的搭建很好的做到课堂延伸。 

2.通过学生真实的案例制作音频故事和动画作品，有效激发学生兴趣，启迪

学生思维，激昂学生的情感。 

3.数字化资源整合使得教学手段丰富多彩，达到预设教学效果。 

当然困惑也是明显的。 

本课的重点是运用目标的实现，而对于此类目标的达成度缺乏明显的量化检

测标准。 

对策：进一步完善学习网站，设计德育活动课，在德育活动的过程中培养学

生的交往能力。 

    自从信息化教学以来，我的教学任务重了，人也辛苦了，但是每当看到我

的学生在平台上自主学习，放飞心灵，课中呈现出一幅幅精美的信息化作品时，

那一刻我感到是幸福的，所有的辛苦和付出也都是值得的，最后我想分享的是：

当德育课遇上信息化教学时，这是一场开启德育新教学的绝美邂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