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上优秀教学案例-《教育哲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利君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教育哲学》

课程类型： 教师教育选修

开课年级： 2021 级（大二）

面向专业： 思想政治教育

任课教师： 杨利君

二、在线方式

三、教学设计

在线方式： 超星学习通+腾讯会议+课程微信群



【教学内容】 马工程教材《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第二章《教育的本质》

第三节《教育本质与理想》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通过对中外教育思想史中有关教育本质观点的梳理和良好教育标

准的小组探究，能够理解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进

一步明晰良好教育的标准，建构个人的教育标准和教育理想。

能力目标：能应用教育本质和教育理想的理论和方法创造性地分析教育理论

和教育实践中的相关问题，并初步形成独立的有说服力的见解，初步形成解

决问题的思路和策略。

素养目标：通过学习和反思，逐渐成长为具有哲学反思功底的智慧型、研究

型教师，能够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课程资源】 线上资源：

1. 大学 MOOC 精品课程《教育哲学》陕西师范大学 郝文武教授主讲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NNU-1003756001?from=searchPage&outVe

ndor=zw_mooc_pcssjg

2.学习通平台自建课程二维码

线下资源：

1. 石中英. 教育哲学[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冯建军等. 教育哲学[M].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3.彭正梅. 现代西方教育哲学的历史考察[M].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4.于伟. 教育哲学[M].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5.

5.刘铁芳. 什么是好的教育——学校教育的哲学阐释[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教学实施】 教学内容 设计思路 教学方法



学生微课堂： 10 分钟学生微课堂——分析教育

实践案例

第四小组：《青少年自杀视角下—

—对死亡教育的浅析》

通过设计这一环节，促使

学生主动搜集教育实践

案例，学会运用哲学思维

深入剖析教育实践问题，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团队写作能力。

PBL+TBL

教学法

课堂导入： 视频：《天籁般的嗓音，老师为何

不让她开口》

思考：

1.老师不让她开口，教育的目的是

什么？

2.当今社会中，是否存在类似的教

育现象？举例说明并分析原因。

以疑激思，设疑导入，引

入课题

主体讲授 一、对教育本质的认识

如何看待以下教育本质的观点？

1、强调教育的宗教本质，认为教育

是为人的来生做准备的。（夸美纽

斯）

2、强调教育的世俗本质，认为教育

主要服务于人的世俗生活，帮助人

们过上美好的生活。

3、有人认为教育就是要尊重儿童的

自然本性，促进儿童的自然潜能按

照它的内在秩序不断实现。（卢梭）

4、有人认为教育的任务是传承历史

文化，造就合格的社会成员。（杜

威）

5、有人强调教育的人文性或伦理

性，认为教育是提高个人德性、实

现人格理想的过程。康德、（蔡元

培）

6、有人强调教育的社会性，认为教

育是引导个人超越自我、服务社会

和国家的过程。（黑格尔，涂尔干）

7、有人强调教育的本体性，认为教

育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不太赞成

教育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等服务，将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与

为社会进步服务割裂甚至对立起

辩证分析这些教育本质

观，提高学生辩证思维能

力，培育哲学素养，懂得

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不能

停留在一般性的水平，而

应当深入到具体的社会

历史情境中。

问题驱动

教学法



来。

8、也有人根本否认教育的本体性，

只强调教育的工具性和社会功能，

无视青年学生身心成长的规律和教

育过程本身的科学性与伦理性。

小组合作

探究

二、你认为良好教育的标准是什

么？请为它们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

行辩护。

（学生小组讨论，代表发言）

我国学者：

陆有铨：“好教育”是适合学生的

教育。还要考虑国家的需求和人的

发展。选择“合适”的教育比什么

都重要，没有好教育，也没有坏教

育，只有适合与不适合的教育。

蒋梦麟：好教育必需具备三条标准：

培养活泼的人，培养能改良社会的

人，培养能生产的人。

西方学者：

彼得斯：良好教育的标准必须把握

三点：

1、就价值论而言，必须具有合价值

性。

2、就认识论而言，必须具有合认知

性。

3、就教育历程和发展心理学而言，

必须具有合自愿性。

问题驱动学生深入思考，

主动建构知识体系。发挥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

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探究式教学



时政热点 通过这一环节，结合习近

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

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理

解新时代我国教育本质

的一般性和具体性，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良

好教育的根本标准和具

体标准。彰显课程思政元

素，

课程思政

作业 学习通第二章练习题 通过作业测评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查漏补缺

课程签退 拍课程笔记的形式签退，

可以了解学生本节课线

上学习情况



四、教学效果

课程中期，为进一步了解线上教学效果，更好地改进教学。在学习通讨论区

发布了话题讨论，21 级思政班学生积极地参与了讨论活动。普遍反映线上教学

课堂气氛活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效果良好。

课程特色

第一，线上课程资源完善，自建了录播课程资源+资料库，为学生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提供了丰富的线上资源；

第二，注重加强学生线上课堂管理，使用签到和签退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

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第三，结合 OBE 理念，优化课程设计，采用了问题驱动式教学、PBL 教学法等

开展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线上教学活动，主要有“10 分钟学生微课堂——

分享教育实践案例”小组展示活动，案例讨论，文本阅读等活动，充分发挥

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师生有效互动。

第四，将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成就以及基础教育改革的先进典型案例融入

课程思政，以案例教学凸显价值引领。



同时通过问卷星平台设置了《教育哲学》课程线上教学满意度调查问卷，其

中满意度最高的前三项为：教师运用在线教学平台熟练度、教师教学内容设计满

意度和师生线上交流互动满意度，均为 95.74%。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督导线上听课情况

线上听课小结：

（包括听课节次、发现的亮点和存在的问题）

听课时间：2022 年 10 月 12 日 3.4 节 课程：《教育哲学》

亮点：

1. 线上教学规范，采用课前签到和课后签退（课堂笔记拍照）相结合的形式，严格线上课

堂管理；

2. 线上课程资源丰富，有自建录播课任务点视频，作业库、题库，方便学生课前预习和课

后复习；

3. 采取腾讯会议直播的形式，突出“学生为中心”的课堂理念，课堂活动丰富，有小组展

示、文本阅读、话题讨论等多种形式，发挥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4. 课程内容融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精神，突出了价值引领。

存在的问题：

1. 讲课节奏有些快

2. 有些难理解的地方突破不够

意见或建议：

1. 讲课节奏可再适当放慢一些，方便同学记录总结

2. 针对课程中的难点可以适当分解，多设置一些案例充分讨论。

3. 建议低阶基础知识学生自学完成，主要精力集中于教学重难点。

推荐优秀线上课：

教师姓名 教师学院 课程名称 授课时间 推荐理由

杨利君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哲学 10.12 上午 10:10 体现学生中心理

念，课堂互动良

好，案例典型。

听课照片：

（请督导们在此处附上本人线上听课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