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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链”下精准微课教学探析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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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2） 

[摘  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手段，是传播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台。福建商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团队在“问题链”下

的精准微课教学的探索与实践中，以当代大学生道德和法制教育的各类“问题”为载体，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这一“问题链”为纽带，以“微课”为媒介串联每一专题的主要内容，能激发学生

寻求答案的欲望和探索精神，突出教学重点，方便教师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从而增强教学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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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

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

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

作能力和水平”
①
。当前大数据时代直面而来，微课

作为一种新型教学组织形式，它不仅短小精悍，而

且主题突出，符合 90后大学生接受知识的新特征。

近年来，福建商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教学团队在内容、形式与组织方面对“问题链”

下的精准微课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探究，即在问题视

阈下，从学生疑惑和关注的问题出发，沿着答疑解

惑的认知路径，用连环相扣的问题为链接贯穿整个

教学过程，最终在理论、教材、学生之间找到契合

点，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 

一、“问题链”下精准微课教学的特征 

“问题链”下精准微课教学是指立足于学生自

身发展，以“问题”为载体，以“链”为纽带，以

“信息技术”为媒介的有中心、有层次序列、相对

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教学方法。“问题链”下的精

准微课教学主线鲜明，以理论的逻辑力量吸引和征

服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进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渠道和重要载体。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贯穿“基础”课程的一条主

线，以此在教学中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搭建

微课的“问题链”，用“问题链”去引导学生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一）教学方式的时代性 

“问题链”下精准微课教学紧扣时代脉搏，创

新发展教学方式。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

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

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②
。把

握当代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是当代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的新课题。90 后大学生成长于互联网时

代，大数据与新媒体渗透到他们学习和生活的各个

方面，他们时时刻刻利用互联网时代的各种资源提

升自己。此时，作为思政教育教学工作者应多思考

如何构建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育教学模式。福建商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课教学团队坚持“形式为内容服务”的

原则，教学中创设贴近学生生活的情境，把学生吸

引到与问题相关的情境之中。 

（二）问题的聚焦性 

毛泽东同志曾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

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③
。

“问题链”下精准微课教学，问题的挑选和设计具

有聚焦性，即突出知识点、重点，突破难点、疑点，

聚焦热点、兴奋点。问题可以来源于将学科的一个

知识点或技能点，问题也可以来源于生活，既忠于

教材又不拘泥于教材，跳出教材看教材。但一个微

课只聚焦一个问题，运用奥卡姆剃刀删繁就简，在

庞杂的内容当中抓住根本。 

（三）递进式“问题链”的逻辑性 

教学逻辑与教材逻辑不同，必须对教材体系有

所整合与突破，突出难点、重点，突出现实性、问

题性。以“问题链”导引教学，细化和分解教学主

题，形成一个主题相关、逻辑递进和层次分明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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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体系。“问题链”下精准微课教学体现严谨的问

题间递进的逻辑关系，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根据

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特点，依次出现的问题为一级、

二级、三级问题,，采取“问题导入—案例追问—理

论解读”的方式递进展开，以理论的逻辑力量唤醒

学生，以追求理论彻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必须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主线，不止步于单一问题的提出

和解决，而是要在前一个问题的解决基础上，不断

提出新问题，形成相互关联的系列问题，形成递进

式问题链。以“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专

题为例，可以设置一系列问题“现有的安逸生活和

拼搏不一定成功的未来，你如何选择”→“如何让

自己的人生走向辉煌”→“自我价值观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何关系”。使学生在知与信、信与行、

行与知上达到一致。 

二、“问题链”下精准微课教学的意义 

（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统一 

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一切活动来看,都是在

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进行的。教学活动的广延性和

活动过稠的持续性、顺序性,就构成了它的时空性。

从时间上，按照高校普遍实施的先公共课后专业课

的课程安排惯例，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思想政治

理论课一般都安排在大学一、二年级。从空间上，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知识、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教育目标总是在特定的空间

中实现。如何在多元化的时空中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主导地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命题。 

（二）碎片化学习和系统性学习的统一 

移动互联时代使人们碎片化的学习变得可能，

微课作为一种精简的、呈现碎片化知识的学习资

源，让学生实现了从课堂内到课堂外、从校内到校

外、从线上到线下的学习。“问题链”下精准微课

教学以微视频为核心，包含与教学相配套的“微课

程”教案库、试题库、课件库、反思栏及点评专栏

等支持性和扩展性资源，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情景

化教学应用环境，充分展示教学体系的系统性，既

发挥了思政课教师的主导作用，又满足青年大学生

自身需要，增强了学习的互动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主要针对大学

生普遍关心的人生、理想、道德、民主、法制、纪

律等方面的问题而开设，具有系统性。福建商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团队通过思

想、道德和法律三大问题链，解决“思想”版块得

“人生有方向”问题，“道德”版块的“做人有准

则”问题，“法律”版块得“做事有底线”问题，

从发展方向、发展准则、发展边界等维度为大学生

的健康发展提供引导助推、保驾护航。 

（三）尊重教师话语权和创新教学团队建设的统一 

福建商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改

变一门课程由一位教师唱“独角戏”的惯例，实施

联合教学模式，由 3-5 位教师组成教学团队，每一

位教师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和研究领域承担相应的

2-3个专题。鼓励教师创新，充分展示每一位教师的

个性和思想魅力，在全体授课学生中轮流讲授，从

而引领学生体悟知识背后的内在结构和理论思想。

实践证明，这种精雕细琢的授课模式更受学生欢

迎，学生学会了敢说、敢问、善问，有效地统一了

教育教学中“是什么”的知识层面和“为什么”的

问题层面。 

三、“问题链”下精准微课教学之对策 

（一）重视问题的设置与选择 

问题只有抓得准，才能吸引人。问题的设置与

选择是“问题链”下精准微课教学的基核，也是

“问题链”下精准微课教学的首要任务。设置的问

题必须能串联相关的知识点，而且能激发学生后续

的关注。 

福建商学院全体思政课教师共同参与的教学研

讨成为常态，老师们常常为一个“问题链”的提

炼、设计和解答陷入热烈的讨论之中。只有准确把

握学生所学所想，挖掘学生困惑背后更深层次的思

想问题、认识问题、思维方式问题，努力展示马克

思主义精神引领的价值力量，才能避免教学“目中

无人”。同时，还根据福建商学院的校情、学情和

师情特点，进行“量体裁衣”，把“闽商摇篮”和

“外贸摇篮”的精神资源和教育素材融入问题的设

置与选择，使教学更加独特有益。 

（二）实行教师与学生交叉提问的方式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不要教学生这样那样

的学问,要由他们自己去发现问题。”以问题为索引,

并不意味着提问是教师单方面的权利，学生也可提

出问题，甚至师生在问题的基础上，还可以相互发

出反问。通过“教师设置问题—学生回答问题—学

生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以及自己的一些疑问做出提

问—教师解答问题的疑难点—师生共同分析问题的

预期需要与实际满足之间的差距—引出后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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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师生交叉提问方式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真实地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还能促进知识点

越辩越明晰，知识结构更加丰富，逻辑性更加紧密。 

福建商学院教学团队采用“微课+微信”的互

动模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教师对于思政

课程的每个专题进行问题精心设计的思政课教学资

源，以简炼的文字，优美的图片或者配以微视频以

“微作业”的形式通过微信平台发布，让学生结合

问题随时实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

鼓励学生多视角分析问题。 

（三）打造“一题多师”的教学团队 

由于教师的教学方法和知识体系不同，教学效

果也不尽相同。“问题链”下精准微课教学在通讲

教材基础上，围绕问题链，每位教师根据个人的研

究专长和研究领域自主选择 2—3个问题，同时围绕

每个问题组建专题教学团队，教学团队成员有着不

同的年龄和不同的专业背景，从多元的视角，不同

路径聚焦同一问题，互通有无，博采众长，使整个

教学不落入俗套老套，不拘泥于一人之谈。例如，

在授课过程中涉及“安乐死”这一敏感话题时，就

可以请教学团队中的伦理学专业、法律专业和政治

学等专业教师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阐述该问题，

贡献各自的学科智慧，引发学生对生命、生命价值、

人生权利等系列问题的探讨。 

“问题链”下精准微课教学将思想政治教育的

传统优势与新媒体新技术相融合，深耕教材，聚焦

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倡导问题意识，在整体的问

题系统下对各个问题进行解答，构建教师、学生、

教材三维互动的教学平台，使课程文本在现实中创

生出新的意义。“问题链”下精准微课教学既能保

证体系化的理论教学内容准确直接地传达，又能运

用新媒体和新技术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在时间和空间

上的割裂，使理论教学内容更具时效性。在“问题

链”下精准微课教学的推动下，“静态”的文本内

容转化为生动、丰富的教学体系，各个问题相互支

撑、相互印证，形成协同效应。润物细无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互动”与“对话”中完

成，广大学生自觉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

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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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argeted microlecture teaching in the “Question Chain” 

——A case study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HUANG Wei, LIN Ping 

（College of Marxist Study,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350012, China） 

Abstract: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building 

mainstream ideological voice and a major platform for dissemin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argeted microlecture teaching in the “question chain”, the teaching team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at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ocuses on the various “questions” in the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question chai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the link, and uses 

“microlecture” as the medium to connect the main contents of each topic, in order to inspire students to explore 

questions and seek answers, highlight the teaching focuses, facilitate teachers’ targeted guidance, and thereby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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