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案例精选

主 编 陈绵水
副主编 李长江 汪力平 陈胜才
编 者 张爱社 钱双逢 邹菊如 胡盛弦

曾 鹰 卢小驰 李 雪 高 明
夏 仕 王诗堂

江西高校出版社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案例精选 /陈绵水主编．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 9

ISBN 978 － 7 － 5493 － 0059 － 4

Ⅰ. ①思． ． ． Ⅱ. ①陈． ． ． Ⅲ. ①高等学校 －思想政
治教育 －教案( 教育) －中国 Ⅳ. ①G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179145 号

出 版 发 行
社 址
邮 政 编 码
总编室电话
销 售 电 话
网 址
印 刷
照 排
经 销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330046
( 0791) 8504319
( 0791) 8591956
www． juacp． com
南昌市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太元科技有限公司照排部
各地新华书店
787mm ×960mm 1 /16
24． 75
440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 ～ 10750 册
ISBN 978 － 7 － 5493 － 0059 － 4
31． 00 元
赣版权登字 － 07 － 2010 － 10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书书

前 言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他们在学习、生活中作出正确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主

要途径。新的形势对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

求。《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意见》( 教社政［2005］5 号) 明确指出: 要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

大学生，始终保持教育教学的正确方向;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学生; 坚持开拓创新，不断改进教育教学的内容、形式和方法; 力争在几

年内，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有明显改善。

作为一所发展中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为适应新形势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新要求，我们在实践中积极进行改革探索，全面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工

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我校广大教师积极

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形成了融“听、看、读、说、写”于一体的立体教

学模式，促使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中动心、动脑、动手、动口，激发他们的学

习兴趣。关注教学问题，不断探索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仍然是我

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不仅提

高了学生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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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供了有效途径。鉴于此，我们组织多年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骨干教

师和研究人员，编写了这本案例教材。本教材力求从新方案的课程体系和要求

出发，结合十六大以来新的中央文件精神以及大学生关心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

在体系安排上，由于“高校思想政治课 2005 年方案”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强的特

点，我们尝试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五门课程的案例教学融为一体，每个案例分为案

例文本、思考讨论、案例解析、学习建议四个部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书稿的出版，得到江西高校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本案例精选除了反映编者多

年来教学体会和科研成果外，还参阅了相关专家的著作和教材，同时引用了有关

报刊、互联网的信息资料和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 者

201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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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珍惜大学生活 开拓新的境界

案例 1 “网瘾大学生”———周剑

这不是一个传说，而是一个带些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下面是记者的新闻报
道。
“那个因迷恋网络游戏被几次退学的学生周剑又考回来了!”新学期开始，

这一新闻在华中科技大学材料学院师生中不胫而走。
据了解，周剑是湖北黄冈人，今年 23 岁，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求学经历: 他曾

两次考入武汉大学，最后均因没有修满学分被学校退学，后又考入华中科技大
学，结果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今年 6 月，他再次参加高考，结果以 614 分的高
分考入华中科技大学材料学院。

周剑屡次被学校退学的原因，几乎没什么两样: 沉迷网络游戏不能自拔，修
不满相应的学分。据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的老师介绍，周剑首次参加高考
是在 2001 年，他以高出重点线 50 分的成绩被武汉大学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
业录取，但大一学业未完成，就被退学。2002 年，他再次考入武汉大学，结果一
年不到，眼看自己又修不满学分，他主动退学了。2003 年，他第三次参加高考时
改报了华中科技大学，但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昨日，周剑坦然地对记者说，他第一次被武汉大学退学的原因是因为不喜欢
自己的专业而迷上网络游戏，自暴自弃荒废了学业，后来几次退学都多少与玩游
戏有关系。他告诉记者，当初没有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感觉大学生活很空虚，
如果不是因为屡次被学校退学，现在已经和当年的同学一样工作了。

周剑表示，自己目前已基本戒除网瘾，争取早日完成学业。
据华中科技大学材料学院学工组老师刘红军介绍，5 年来，材料学院先后劝

退了 5 名因沉迷网游修不满学分的学生，除了 1 名学生外，其他 4 人都相继考了
回来，周剑只是他们中的一员。

据介绍，华中科技大学每年 9 月份都会对学生上个学年所修的学分进行清
理，对没有达到要求的学生学校将给予学生学业警示，严重者学校还将给予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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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该校材料学院教学科的陈老师说，那些被退学的学生，通过高考再次考回
母校，学校依然承认学生以前所修满的学分，学生回校后提出申请，报学校教务
处批准后，学生可直接到相应的年级就读。

( 资料来源: 姚德春．网瘾大学生三次退学四进名校．长江商报，2006 年 9 月
8 日)

［思考讨论］

1．大学新生应该怎样面对新的学习生活?
2．我们如何克服自卑感、孤独感、空虚感、被动感和失望感?
3．你怎样吸取周剑的教训，避免蹉跎大把宝贵的青春岁月?

［案例解析］

大学新生面对改变了的新环境，往往产生种种不适应和困惑，主要有自卑
感、孤独感、空虚感、被动感和失望感。

自卑感的表现是:一些人在中学时是受人夸奖的尖子生，到大学后“鹤立鸡
群”的感觉找不到了，产生了心理上的落差与自卑。

孤独感的表现是:在大学里，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要朝夕相处，要学会理解
和尊重别人，学会和人交往，这需要一个过程。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些人总是以自
我为中心，结果往往和同学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产生知己难求的孤独感。

空虚感的表现是:进入大学，不少同学会产生终于从高考的重压下解放和松
懈的感觉，但由于没有确立新的奋斗目标，失去了方向，这就形成课堂外总觉得
无所事事的空虚感。

被动感的表现是:不少同学不适应大学生活，要么早上不能及时起床，要么
不会理财和消费，要么不会洗衣服，缺乏生活自理能力，从而产生手忙脚乱的被
动感。

失望感的表现是: 上大学前，大家对大学有一些过于理想化的想象———环境
优美无比，老师诲人不倦，学术氛围热烈浓厚，同学关系友爱融洽。上大学后，不
少人感到现实中大学和心目中大学有不小差距，进而产生“上当受骗”的失望
感。

故事中的主人公周剑就是面对大学给予自己的大量“自由”和生活环境的
突然转变而无所适从，最后迷恋网游而浪费了几年宝贵的青春时光。这种情况
在大一新生中不是个别，值得我们每位同学深思!

那么，我们如何适应人生的新环境呢? 大学生应当积极主动地调适自己的
心理，而不是抱怨和逃避;应关注就业形势，依照毕业生的要求规划四年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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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努力扬长避短争取最大的收获;大胆尝试和实践，
不断挖掘自己的潜能; 善于利用大学的图书馆、电子资源、实验室等各种资源充
实发展自己。

［学习建议］

1．本案例适用于绪论第一节“适应人生新阶段”的学习。
2．一屋不扫岂能扫天下? 大学生应牢记进入大学就意味着独立走向社会，

尽快摆脱依赖、等待和犹豫，培养自主、自立、自律、自信、自强精神;认真地分析
自己的优缺点，探讨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了解和掌握基本的自我心理调节方
法;学习沟通和交流的方法，学会与人友好相处。

3．建议进一步阅读:
覃彪喜:《读大学究竟读什么》，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 年。

案例 2 “悔恨的大学生”———小雅

进入大学后如果不能及时进行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就可能发生
大一“呐喊”、大二“伤逝”、大三“彷徨”、大四“朝花夕拾”的现象。我们还是先
来听一听大学生小雅发自肺腑的真实感叹、忏悔和反思吧!

毕业几年后的一天，我回系里帮一个驻外的同学办在校成绩单，一个女孩红
着眼睛从一间办公室里冲出来，身后是高低混杂的几声劝解和叹息，一个显然很
气愤的声音在高声分辩:逃那么多课，让我怎么给她及格?!

那个女孩子很轻盈地从身边掠过，是我大学时代最喜欢的类型。但现在我
不喜欢了，因为她竟然也傻到因为逃学而 down 掉功课。这是不能原谅的错误，
虽然当年我也一样犯过。于是我追上去叫住那个女孩子，并对她说:如果我的大
学能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再逃那么多课，尤其是再为逃课让自己不及格，就更
加不值得。

年轻的时候总以为逃课是件很别致的事，就像很小的时候因为极渴望能有
一双近视的眼睛而时常偷偷去戴姐姐的眼镜，而当我终于不得不每天戴着一副
厚厚的眼镜做睡觉之外的任何事的时候，我只有为自己当年那不可理喻的疯狂
举动后悔不迭。现在我更后悔的是大学时代那样不知深浅地逃了那么多课，其
实并没有几件事是重要到必须逃课的，不过是因为懒，不过是因为贪玩，不过是
因为某些微不足道的意气或情绪，或者仅仅就是为了表现逃离。而那些逃离说
到底不过是些无聊的叛逆游戏，就像一个肤浅的手势，打来打去不过是自己娱乐
自己。那时候我总是不知天高地厚地瘪着嘴说某某老师的课太没有意思，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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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意思”远不是生活的全部，而再没有“意思”的老师明白的“意思”也比你多
一百倍一千倍。虽然我并没有因此而 down 掉哪门功课，但我知道，我错过的远
不止几堂课那么多。

如果我的大学能重来一次，我绝不忙着到处去社会实践体验生活。这不过
是提前积累了一些生活，多半还是对你日后无一用的经验;不过是多了一点生活
费，但可能还胀大了你消费的胃。我再不相信端几天盘子就能对人生有多少彻
悟，也不信做几次家教就能锻炼出口才，更不信搞几次推销就能对日后找工作有
什么启迪。那些勤工俭学的好人好事我再也不会感动了，除了非得靠自己去挣
学费、生活费的贫困家庭的孩子，我现在觉得所有急着要自己去挣钱的做法都很
矫情。其实，人的一生中能集中学习的时间很短，也许就那么几年，而社会生活
是日后你想摆脱都摆脱不了的，又何必早早哭着喊着要出去? 你本来可以在教
室自习或者在图书馆看书或者听某位教授的一个讲座，那些时间你原来可以变
成无形的知识而不是有限的经验和钞票的。一句“经济独立”的空洞口号换来
的也许是日后就因为知识不够而导致的长期财政困难，早独立几天和扎扎实实
独立一辈子哪一个更合算?

如果我的大学能重来一次，我绝不再介意去拜访老师。十几年来我习惯了
以老师为假想敌，上了大学便刻意地与老师保持距离，仿佛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
人格独立;有什么问题宁让它烂在肚子里，也不会去主动向老师请教;私下里甚
至会把那些经常拜访老师的同学划为“别有用心的人”———比如说为了当“官”、
评奖学金、或者考研究生。而为了避开这个嫌疑，我放弃了向也许是自己一生中
最有学识的前辈学习的机会，也放弃了提升并开拓自己的最大可能。我最大的
遗憾就是当现代文学史老师要我去谈谈那篇因为写成了文学创作而没有分数的
论文时，我没有去;他建议我写点东西时，我没有写。所以我最终没能研究学问，
也没能成为作家，而只是一个平庸的记者。

如果我的大学能重来一次，我希望能和同学建立更友好也更亲近的关系，对
集体活动也不会那么游离。而当年，因为终于到了大学，心高气傲得很，表面上
挂着谦虚的笑，心里面还是以为自己了不起。所以我拒绝参加集体活动，理由是
“那种欢乐多浅薄”; 也拒绝跟宿舍之外的同学太热络，理由是我需要时间来关
心和成就“自我”，以至于毕业时好多同学还叫不上名字，直到若干年后的某一
天当我费尽千辛万苦联络上某个人，一见面才发现原来是大学同学。其实，一个
人的社会交往是有限的，而大学无疑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库，更毋庸说
那一段里有你多少青春笑泪，你们曾共同度过。

如果我的大学能重来一次，我一定要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并不再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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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考试成绩。这样，当某一天我的朋友也来系里替驻外的我开在校成绩单的时
候，她一定会为我骄傲。

( 资料来源: 小雅．如果我的大学能重来一次．中国青年，2000 年第 1 期)

［思考讨论］

1．你能否试着写一份大学毕业后的求职简历，借以规划你的大学生活?
2．你如何把承担历史使命和确立成才目标结合起来?
3．你怎样结合自身实际避免“大学重来一次”的懊悔?

［案例解析］

不少同学因为不知道怎样度过大学生活而让时光白白流失，长时期处于困
惑和迷茫之中，发生大一“浪漫主义”、大二“理想主义”、大三“现实主义”、大四
“悲观主义”或“拿来主义”的现象，以至于在未来的职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另一
些同学像故事的主人公小雅一样不顾自己专业的实际，把大量时间挥洒在所谓
社会实践上，最后也丧失了未来竞争的优势。大学生小雅所揭示的“因为某些微
不足道的意气或情绪，或者仅仅就是为了表现逃离，而那些逃离说到底不过是些
无聊的叛逆游戏，就像一个肤浅的手势，打来打去不过是自己娱乐自己。”逃课现
象很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人的一生中再没有像这样适合学习的年龄与适合学习
的环境来系统学习对未来人生奠基的理论知识，这是你建立未来人际关系、丰富
自我和提高综合素质的最好时候，也是你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关键阶段，一定要珍惜这段人生中的黄金时光充实自己!

［学习建议］

1．本案例适用于绪论第二节“肩负历史新使命”的学习。
2．大一新生首先要弄清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性格特点，选准自己的未来发展

方向是沿着自己所学专业发展，还是辅修第二专业来改变专业发展道路。并要
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大一新生应把学习的专和博的关系处理好，创新能力是建
立在坚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广博的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应根据自己的专业
特点适当参加社会实践，形成自己的 T 字型知识结构，努力成为复合型人才; 要
利用一切机会和老师多接触，他们不同的知识背景和人生体验会对你的学习和
职业发展有重要的帮助。

3．建议进一步阅读:
陈绵水等:《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程》，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年; 李

毅红等:《创造力的培养》，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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