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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chool education, bear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political identity, moral literac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raditional collective lesson 
preparation models face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in teaching design and content, inadequate resource sharing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insufficient collaboration and poor lesson preparation outcomes, and a lack of feedback mechanism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Exploring new path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rough the 
“same	lesson,	different	structures”	collective	lesson	preparation	mode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nd	proposes	methods	such	as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lesson	preparation	
mechanism and team, optimizing resource sharing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mechanisms, introducing a variety of teaching designs 
and methods,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These methods aim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roviding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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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思政课程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培养学生政治认同、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
使命。传统集体备课模式存在教学设计和内容创新不够、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不足、协作不足和备课效果不佳、反馈机制
和评价标准不足等问题。通过同课异构集体备课模式，探索新路径来提高思政课程教学效果，已成为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
课题。本研究通过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建立多元化备课机制与团队、优化资源共享与信息交流机制、引入多样化教
学设计与方法、推动教学评价与反馈机制的改进等方法，从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思政课程教学提
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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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界定

1.1 同课异构定义
同课异构指在同一个教材、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的前

提下，不同教师基于自己的教学风格、学科背景和学生特

点，采用不同的教学设计和方法进行授课。这种模式不仅强

调教学内容的一致性，还重视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教师可以更灵活地应对课堂中的各

种情况，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创造力。

1.2 集体备课定义
同课异构集体备课是指学校或教研组中多名教师围绕

同一教学内容，开展集体讨论、设计教学方案、共享教学资

源的备课形式。这种备课方式通过定期组织教研活动来实

现，教师们共同研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

评价等各个环节，从而形成相对一致的教学方案。集体备课

注重集体智慧的发挥，以期通过多方讨论和交流，最大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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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学设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2 同课异构集体备课模式的特点 

2.1 多样性
多样性体现在同一课程内容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

理念、风格和学生的具体情况，采用多种不同的教学设计、

教学方法和资源开展实施教学，使教学过程呈现出多样化的

风格和特点，避免了传统教学中一成不变的弊端。这种多样

性体现在教学方法的丰富性，如讲授法、互动讨论、案例分

析、项目式学习等；教学资源的广泛性，包括多媒体材料、

实物教具、网络资源等；以及教学风格的个性化，如幽默风

趣、严谨细致、启发式教学等。此外，学生参与方式的多样

性，如小组合作、个人展示、角色扮演等，也丰富了课堂互

动。教学评价的多样性，如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自我

评价和同伴评价，为学生提供了多角度的反馈。教学环境的

多样性，如传统教室、户外教学和虚拟环境，为学生提供了

不同的学习体验。文化背景和学科交叉的多样性，使得教学

内容更加丰富和立体。这种多样性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高教学效果，而且也促进了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提升教学质量。

2.2 灵活性
灵活性体现在教学过程中对不同教学策略和方法的灵

活运用和调整，允许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学习进度和理解

程度，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和方法，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

需求。教师可以灵活地选择适合特定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的

教学模式，如翻转课堂、项目式学习或案例教学等，以提高

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灵活性还表现在教学资源的

运用上，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和整合各种教学材料，

包括传统教材、多媒体资源、网络资源等，以丰富教学内容

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鼓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

创新，尝试新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环

境和学生需求，从而实现教学的最优化。

2.3 创新性
创新性体现在教学过程中对传统教学模式的突破和新

教学方法的探索。鼓励教师不拘泥于单一的教学方式，勇于

尝试和实践多样化的教学策略，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

造力。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设计新颖的教学

活动，如角色扮演、模拟实验、跨学科项目等，这些活动能

够提供更加丰富和立体的学习体验。同时，也体现在教学技

术的应用上，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如在线学习平台、虚

拟现实等，为学生创造更加互动和沉浸式的学习环境。此外，

创新性还表现在评价方式的革新，教师可以采用多元化的评

价体系，以更全面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通过这种创新性

的教学实践，同课异构不仅能够提高教学效果，还能够促进

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教育领域带来新的活力和进步。

2.4 个性化
个性化特点强调的是教学活动要充分考虑每个学生的

独特性，包括他们的兴趣、学习风格、知识背景和能力水

平。允许教师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来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

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方式下获得最佳的学习

效果。教师可以通过设计差异化的教学活动，如分层教学、

个性化作业和定制化指导，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此外，

个性化还意味着教师需要与学生建立更深层次的互动，通过

观察和沟通来了解学生的需求，从而提供更加精准的教学支

持。同课异构的个性化教学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和

参与度，还能帮助学生建立自信，促进他们全面发展。通过

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同课异构能够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因材施教，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教育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

位置。

3 传统集体备课存在的问题

3.1 教学设计和内容创新不够
在传统的集体备课模式中教师倾向于达成一致的教学

方案，导致各班级之间的教学设计同质化，缺乏创新性和个

性化。思政课程内容相对抽象且理论性强，教师们通常会选

择遵循教材和统一教案，缺乏对内容的个性化解读和教学方

式的创新探索。备课过程也呈现出形式化，在一些学校中，

集体备课流于形式，教师之间的交流和讨论深度不够，备课

过程更多地变成了机械的任务分配和流程操作，备课效果大

打折扣。教师在备课中往往只是机械地按照规定内容进行讨

论，缺乏对教学内容的深度剖析和方法创新的动力。

3.2 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不足 
现在许多学校都建设了数字化教学平台，但由于技术

支持、教学环境和使用习惯等原因，很多教师并未充分利用

这些平台进行教学资源的共享和交流。导致教学资源的使用

效率低下，部分优质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推广和利用。而且教

师之间的交流往往受到时间、空间等因素的限制，尤其是在

教学任务繁重的学校，教师难以频繁参加教研活动，导致信

息交流不畅不及时，资源共享不足，影响了集体备课的深度

和广度。

3.3 协作不足和备课效果不佳
教师的集体备课往往因为工作压力和时间安排问题，

导致教师参与积极性不高。部分教师可能认为集体备课只是

学校的任务，没有真正意识到集体备课对提升教学质量的重

要性，因而在备课过程中投入的精力不足，影响了备课效果。

而且思政课程集体备课缺乏跨学科合作，思政课程虽然是一

门独立的课程，其内容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

面知识。传统的集体备课多集中在同学科的教师之间，缺乏

与其他学科教师的合作，导致备课内容视野狭窄，无法全面

覆盖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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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反馈机制和评价标准不足
在集体备课后，教师在实际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学生

的反馈未能及时汇总和讨论，导致问题的积累和教学方法的

改进滞后。教师在集体备课中的讨论结果能否在实际课堂中

有效实施，缺乏后续的跟进和评价。而且教学评价机制往往

集中在教学内容的完成度和学生成绩上，而对于教师创新教

学方法的激励和评价较为缺乏。单一的评价标准容易抑制教

师在集体备课中探索和尝试新教学方法的动力，导致教学创

新不足。

4 同课异构集体备课的路径探索

4.1 建立多元化备课机制与团队
促进跨学科合作，建立机制多学科教师协作。思政课

程内容涉及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知识，建立由

多学科教师组成的备课团队，有助于从不同学科视角对课程

内容进行多维度解读，拓宽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同时，

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参与集体备课，提供专业指导和建议。

专家的加入不仅可以丰富备课的内容，还可以提升教学方法

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促使教师在教学中引用最新的学术研究

成果，拓展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和深度。团队中应定期组织备

课研讨会，建立教师之间的协作和交流机制。教师可以自由

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课堂设计思路和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共同讨论解决方案。努力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鼓励教师之

间的深度合作与互动。通过共同体的形式，教师们不仅可以

在集体备课中分享资源、交流经验，还可以在共同的教学研

究中开展合作，共同提升教学能力和水平。

4.2 优化资源共享与信息交流机制
构建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平台。利用学校的网络平台

或数字化校园系统，建立教学资源共享平台，将优秀的教案、

课件、视频等教学资源上传到平台供教师共享和参考。教师

可以通过平台获取其他教师的教学设计和教学素材，丰富自

己的教学内容。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和协作工具，教师可以更

便捷地进行资源共享和教学交流。通过在线协作平台，教师

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集体备课讨论，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提升备课效率和效果。优化信息交流渠道，构建不同层次的

信息交流机制，打破信息孤岛，促进校内外教师的广泛交流。

建立虚拟学习社区或教学论坛，教师可以在线交流教学经

验、分享教学资源和探讨教学问题。通过虚拟社区的方式，

可以更加便捷地进行学术讨论和专业发展，有助于形成良好

的教研氛围。

4.3 引入多样化教学设计与方法
推动教学内容的个性化设计，开发个性化教学方案。

根据不同学生群体的特点，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教师在

集体备课中可以探讨针对不同班级或学生群体的教学重点

和难点，并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

需求。通过真实案例的分析和讨论，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

论知识的实际应用。在思政课程中引入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

的方法，通过模拟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角色和情境，让学生在

互动中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和立场，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和批判性思维。深化混合式学习模式，将线上学习与线下课

堂相结合，开展混合式教学，利用线上学习平台布置预习任

务和课后拓展，线下课堂则以问题导向的讨论和实践活动为

主。这种教学模式可以更好地利用课前、课中和课后时间，

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4.4 推动教学评价与反馈机制的改进
建立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构建全方位评价标准。

在同课异构模式下，建立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不仅考察

教师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考试成绩，还应关注教学方法的创

新性、课堂互动的有效性和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评价标准

应涵盖课堂教学质量、学生学习成果、教师教学创新等多个

维度。引入学生反馈机制，设立学生反馈机制，鼓励学生对

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内容提出建议和意见。通过定期收集学生

的反馈信息，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问题，从而及

时调整和改进教学设计和方法。强化教学反思与改进机制，

在每次教学后，鼓励教师撰写教学反思，记录课堂中的得失

与改进点。集体备课中，可以设立反思分享环节，教师们相

互交流教学反思，促进共同成长。推动同行评议与观摩学习，

建立同行评议制度，鼓励教师相互听课和评课，学习彼此的

教学长处，借鉴优秀的教学方法和策略。通过同行评议和观

摩学习，教师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的教学优劣势，从而

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和提升。

通过以上创新路径的探索，可以在同课异构视域下，

有效改善和提升思政课程的集体备课质量，推动思政课程教

学的多样化和创新性，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思政素

养。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集体备课中存在的问题，

还能为学校提供可行的改革方向，进一步推动思政教育的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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