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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三 

 

案例名称： 人际关系与沟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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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例教学旨在帮助学生理解人际关系的本质，正确处理合作与竞争的关

系；培养学生养成自信、真诚、平等、宽容的心态，善用同理心，掌握有效的人

际沟通技能，减少人际冲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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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学生认识个人在各种关系沟通中的角色功能；能掌握非语言沟通的主要

形式、作用及态度要求；能掌握语言沟通的主要形式、作用及态度要求；能够灵

活运用所学技巧与方法，正确处理各种人际冲突，实现人际间的高效沟通，提高

学生综合素质，使其具有适应现代社会必需的人际沟通基本技能。 

（三）案例描述(描述具体教学知识点) 

在本教学案例中，主要涉及的知识点包括：1.人际关系的本质及其相关理论；

2.人际沟通的基本要素：倾听、表达和反馈；3. 人际沟通的障碍和解决方法；

4. 合作与团队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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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设计思路及实施步骤 

1．总体设计思路 

主要涉及三个层面：第一，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选取经典的沟通案例，让

学生从中体验到中国古人的沟通智慧；第二，从学生身边选取他们熟悉的沟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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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并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沟通技能；第

三，让学生在实践中灵活运用沟通技能，从而达成良好关系的建立。 

2.实施步骤 

首先，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选取了学生非常熟悉的经典案例——《战国策》

中的名篇《触龙说赵太后》，帮助学生理解语言沟通中的技巧运用，同时也让学生

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魅力所在。 

然后，让学生描述他们熟悉的日常沟通场景素材，并在小组内开展角色模拟

活动。每个小组有沟通双方及观察员，活动结束后，观察员就沟通过程中双方的

口头语言、身体语言技能以及倾听和共情等知识点进行反馈，帮助学生提升人际

沟通实践技能。 

 

课后，为了让学生灵活使用各种沟通技能，更好地掌握如何进行小组内部沟

通和外部沟通技能，任课教师为每位同学发放五元红包，采用小组结对的办法，

每个小组成员共同商议之后，给另外一个小组成员赠送小礼物。通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帮助学生学会换位思考，使其在日常交往中能够充分考虑他人的需要，尊重

他人的感受，从而提升学生的同理心，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同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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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的教学方法 

    在本案例中，采用了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主要涉及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和小

角色模拟、游戏体验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学习投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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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教学中还从传统文

化中发掘我国古人的沟通案例，此外还动员学生参与教学素材的开发，尽可能保

证课堂中使用的素材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沟通难题，这样可以更好地引

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教学实施效果(让学生有获得感；300字左右) 

1.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历史积淀深厚。本教学案例中选取了《战

国策》中的名篇《触龙说赵太后》里面的经典片段作为案例分析素材，有助于让

学生领略中国古人的智慧，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并增强学生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2.从学生熟悉的沟通场景中选取教学素材，并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有助于

提高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更好地理解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互动，培养健康积极的

人际关系技能，提高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 

四、学生反馈和个人感悟 

1.学生反馈 

有学生反馈说：“通过《社会心理学》这门课程的学习，让我认识到了人际

沟通能力对于现代人的重要性。对于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来说，尤其要懂得沟通

的技能。以前，我并不是很注重沟通中的这些细节，学习这门课程后，我开始有

意识地改善自己的人际沟通方式。” 

2．个人感悟 

第一，在专业教学中不断融入思政教育的元素后，我开始领悟到，只有真正

做到以学生为本，从学生的成长需求出发，拉近理论与生活世界的距离，让学生

在实践中学习，学生才能在学习中获得快乐，才能体会到知识是有用的。 

第二，在小组讨论之后，教师需要做好总结引导，强化思政要素，起到画龙

点睛的作用。另外，在实践训练中学生之间也增加了对彼此的欣赏与感激，提升

了他们的同理心，达到了思政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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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程思政教学中，需要重视将课堂与课外进行有机衔接，要把学生的

知、情、意、行有机整合起来，最终才能实现全方位育人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