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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一 

 

案例名称：认识自我 

课程名称《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 

课程性质：社会工作专业选修课 

学院名称：人文学院  主讲教师：袁冬华  职称：副教授 

 

一、案例思政融入内容选择与设计 

（一）案例育德（价值塑造）目标设计（围绕该课程思政育人目标，细化可

观测、可评估的具体育人目标；100 字左右） 

第一，该教学案例旨在培养学生全面客观地认识自我、悦纳自己、提升自我

的能力，帮助学生学会客观地进行自我评价，在此基础上形成自信、自尊和自我

效能感，养成健康的人格。 

第二，通过文化比较的视角，帮助学生中西方文化背景下个体的自我差异，

帮助学生辩证地看待中国人的自尊特性，而并非只是单纯地接受西方学者的观

点，即中国人缺乏自尊，从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二）案例思政映射与融入点设计(描述课程教学中将思政教育内容与专业

教育内容有机融合的领域；100-200 字) 

第一，通过学生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帮助学生理解自我认

知以及自我概念的涵义，促进学生提升自我认知水平，形成健康的自我观，并学

会如何悦纳自我，提升自尊自信； 

第二，让学生通过文献阅读，批判性地思考如何回应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的“中

国人自尊水平低，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这一问题，帮助学生理解自尊的文化特

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三）案例描述(描述具体教学知识点) 

自我认知属于社会心理学的核心理论知识，本案例中主要涉及自我、自我概

念、自我知觉、自尊以及自我效能感的含义以及相关理论知识。 

二、教学实施过程（描述总体设计思路、实施步骤、采用的教学方法、教学

资源运用等，要求图文并茂；1000-1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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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设计思路及实施步骤 

1．总体设计思路：通过对物质自我、心理自我和社会自我层面的认知，帮

助学生理解自我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激发学生进行自我探索的兴趣，增强其自我

认知的能力。同时，通过中西方学者关于自尊的相关研究结果的比较，培养学生

的批判性思考，避免其只是一味地接受西方人的研究结论，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到

中国学者在科研道路上的科学求真精神，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2.实施步骤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课程导入部分，先让学生采用自我探索的方法对

“我是谁”这一问题进行探索，并对部分典型答案进行分析，启发学生思考“自

我”的内涵、类别和来源，帮助其客观全面认知自我。 

在讲述自尊部分的内容时，采用了自尊量表让学生进行自我测验，让学生更

直观地理解其自尊水平；在讲述自我的文化差异时，让学生阅读了我国著名社会

心理学家蔡华俭教授的著名文章《泛文化的自尊需要：基于中国人的研究证据》，

并进行小组讨论，让学生深入思考为何以往研究中中国人的自尊得分比较低？自

尊是否具有文化的普遍性抑或时文化特异性？从而增强学生的批判意识，帮助学

生理解中国文化背景下国人的自尊表达的独特性，增强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感，同时也让学生深刻感受到我国学者在科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 

3.采用的教学方法 

    本案例主要采用任务驱动法让学生带着问题提前预习教材、学习 MOOC资源，

并查阅相关文献，并进行小组讨论。教师在整堂授课过程中，主要通过自我探索、

心理测验、典型案例分析和小组成员分享等方法，将课程思政贯穿整个教学环节

中，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4.教学资源运用 

除了教材、PPT、学习通平台自建课程资源之外，本案例教学帮助学生进行

了拓展学习，主要运用了超星平台上的慕课资源——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乐国

安教授带领的教学团队所开发的课程资源。此外，还让学生在中国知网上查阅有

关自我方面的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并进行深入阅读。学生阅读完相关文献之后，

在学习通上回答相关问题，以了解学生的理解程度以及他们相关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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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实施效果(让学生有获得感；300字左右) 

1.本教学案例从学生自我探索的角度切入，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

习投入度。在抽象的理论知识和学生主体性之间建立关联，引发学生的情感体验，

进而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更为重要的是，学生更容易将这些知识

内化到自己的知识架构中，从而做到活学活用。 

2.本教学案例的开展，有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通过对东西方文化下自我构

念的对比，更深入地理解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中自我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从而引

导学生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思考“如何超越小我，成就大我”。 

3.本案例教学中，涉及到关于自尊的内涵、功能以及影响因素等等知识点。

从个人身心发展的角度来讲，自尊是个人心理健康的基石，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

自尊水平，以及如何提升自尊自信，使他们形成积极乐观、健康自信的阳光心态，

从而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四、学生反馈和个人感悟 

1.学生反馈 

有学生反馈说：“世界上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我是谁？’其实这个世界上最

熟悉的人是自己，最陌生的人也是自己。因此我对心理学非常感兴趣。在《社会

心理学》的课堂上，通过老师的讲解，我更清楚地了解我是谁，我要成为怎样的

一个人。以前对于这些问题我都没有认真思考过。” 

 2．个人感悟 

之前觉得专业课和思政课之间有很大的鸿沟，现在通过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专

业教学之后，感觉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相得益彰的。由于《社会心理学》课

程天然具有课程思政的元素和优势，因此在每个专业知识点中都可以挖掘思政元

素。课程思政让抽象的理论知识还原到日常生活世界中，让学生愿学、乐学、爱

学。课程思政不仅有助于教师提升专业教学的政治站位，而且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原动力，即为什么学的问题。这是提升教学成效的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