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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首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活动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 程志高 单  位 国家开放大学四川分部 
是否为团

队参赛 
是 

课程名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教学活

动主题 

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学 时 2 

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1）了解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2）理解扶志、扶智的内涵； 

            （3）理解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理论的逻辑关系和重大意义。 

2. 能力目标：（1）强化学生对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解与认识，通过理论和 

实践的学习提升个人综合素质； 

            （2）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分析社会现象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3. 价值目标：（1）增强对我国减贫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自豪感； 

（2）正确认识贫困的根源与摆脱贫困的关键，自觉抵制社会中和网络上的 

一些错误认识和言论。 

教学重点 

与难点 

1. 教学重点：（1）扶志、扶智的内涵； 

（2）扶贫同扶志、扶智之间的辩证关系。 

2. 教学难点：（1）扶贫同扶志、扶智为何要结合，如何结合； 

（2）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理论的哲学之基。 

教学方法 
综合运用课堂讲授法、实践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研讨式教学法，同时通过网上自主学习、

班级群在线辅导答疑等，做到“线上+线下”相结合，实现在线教学与传统教学的优势结合。 

教学设计

思路 

以国家开放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教学计划为依据，结合 2020

年这一特殊时间节点，选择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切入点。以“贫困的根源”这一问题作

为课程导入，通过实践现场教学，引导学生对摆脱贫困的关键因素进行思考，激发学生对

讲授主题的兴趣。在实践教学的基础上，对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这一理论进行系统的

归纳总结和理论讲解，深化学生对这一理论的认识。 

教学创新

点 

1. 在教学组织上，将思政课堂教学与思政课实践基地相融合，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结

合课程主题，选择富顺县狮市镇马安村这一基地来开展本次实践教学，通过到工厂车间、田

间地头实地参观学习、走访调研，通过与当地贫困户的访谈交流，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精准扶

贫带给当地的变化，更好理解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辩证关系，认识到要从根本上实现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目标仅有党和政府的政策扶持还不够，更需要群众“志”与“智”的

提升。 

2. 在教学方法上，在强调网上自主学习的同时，突出课堂辅导教学，做到“线上”与“线

下”相结合。结合国家开放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网上学习资源

丰富的实际，在督促指导学生完成网上学习的同时，就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内外因这一

重难点知识点开展面授辅导教学，帮助学生更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 

教学过程 

1. 教学导入（4 分钟） 

同学们，站在 2020年的时间节点上，今年是我国脱贫攻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实现的关键年份。我们知道脱贫攻坚的任务非常艰巨，那么在完成这样一个目标的同时，我

们主要完成的不仅仅只是数字指标上的任务，那么更重要的是要实现稳定的可持续的脱贫。

因此这就是今天我们来一起探讨学习的内容，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脱贫内生

动力。 

在进行今天的理论内容讲座之前，同学们我们来一起观看一则视频短片。在这样的一篇

视频短片里面，一位扶贫的基层女干部大骂贫困户，但是当这样的一个视频转发到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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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却有一些网友给她点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想先跟同学们一起来观看

一下。 

【播放视频短片——云南一扶贫女干部“骂”贫困户】（时长 1分钟） 

看完这则短片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视频当中的贫困户为

什么会被骂？第二个问题，视频当中的贫困户所出现的一些等靠要的思想会带来什么样的

后果呢？请同学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思考。 

我们看到视频当中扶贫女干部的骂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骂，而是一种批评教育。她

试图去唤醒一些偷懒有懒惰心理、消极懒散的贫困户。在这里，我们看到其中包含了扶贫女

干部的一些无奈、焦虑、担忧，以及当今脱贫攻坚任务当中一些痛点以及难点。 

同学们，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贫困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我

们首先来看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在他地方从政的时候，在福建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本书叫《摆

脱贫困》。在这样的一本书当中，他提到贫困的根源在于人们的思想与认识方面。同样，在

2013年也有这样一本关于贫困的著作，非常的畅销，叫做《贫穷的本质》。这里边也提出了

一个观点，贫困实际上是根源于人们的一种思想。所以在这里同学们来想一想，到底思想、

思维、认知这些跟人们的贫困有没有一种关联呢？今天，我想先请同学们一起走入富顺县

狮市镇马安村，一起来开展我们的实践教学，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下面，请同学们跟我一

起，我们来一起走入马安村。 
2. 实践教学活动（80 分钟左右，展示时间 8 分钟）——富顺县狮市镇马安村 

由自贡电大、富顺电大负责基地联系和学生组织工作。主要教学安排如下： 

（1）通过参观，了解马安村的基本情况和在脱贫攻坚中的一些主要做法。 

【师生互动】由教师提问，安排熟悉马安村情况的学生回答。 

（2）针对课堂导入中提到的贫困的根源问题，在参观的过程中，安排学生开展讨论。 

【师生互动】教师提问：在我们前面的理论课堂当中，我们提到了贫穷的根源这样一个
问题，下面我想听一听同学们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看法与认识。 

（学生回答，教师点评） 

（3）针对扶志这一主题，在参观乡村振兴学院时，安排师生互动。 

【师生互动】教师提问：同学们，刚才我们参观了马安村的乡村振兴学院，我们看到了
马安村在这些年所发生的一些巨大的变化，那么我想问一下同学们，我们知道从 2012年至
2019年这几年当中，我们国家的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农村贫困人口从 9899
万减到了 2019年的 551万，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成就的背后，除了我们党和
国家的政策制度，以及我们无数的扶贫干部的努力，对于我们的村民来说，他们需要做些什
么才能够使自己从根本上摆脱自己贫困的命运，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呢？ 

（学生回答，教师点评） 
教师讲解：村民的脱贫致富首先要有理想、目标、志气，发自内心的是我要去脱贫，但

是光有这样的一腔热情行不行呢？同学们，我们也看到想要真正的脱贫，不仅要有热情，还
要有脱贫致富的能力。（以此为话题，引入扶智的内容） 

（4）针对扶智这一主题，在参观千天百味贡醋产业园和海升柑橘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时，
安排师生互动。 

【师生互动】教师提问：在浓郁芬香的贡醋的味道当中，同学们进行了一次既有趣又有
意义的参观与考察，那么我想问一下同学们，有什么样的感想与收获呢？ 

（学生回答，教师点评） 

3. 课堂总结与提炼（10 分钟） 

同学们，我们完成了在马安村的实践教学，又回到了理论课堂上。今天从以下 4 个方

面，在刚才实践现场教学的基础之上，对这一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1）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内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思想的形成。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他早期有过在农村插队的

工作生活经历，这是这一思想开始萌芽的时期。我们也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有多年的地方从

政经验，这是这一思想开始形成的时期。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中国的贫

困问题，他走遍了全国的 14个特困连片集中贫困地区进行考察与调研，对脱贫工作进行指

导与调研，这可以称作是这一思想成熟的时期。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要

坚持扶贫大格局，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在 2018年 2月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

会上，又进一步强调要注重发挥脱贫群众的主体性，让贫困群众意识到自己才是脱贫的主

体，坚持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一种内生动力。 

第一，扶志的内涵。“志”就是志气与志向。扶只是一种引导，引导贫困地区的贫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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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树立这样的一种理想信念目标。我们常说人无志不立，国无志不兴。通过引导贫困群众树

立这样的一种奋斗的目标，我要脱贫，然后要树立胜利的信心，我能够脱贫，还有就是要增

强他们奋发进取的热情。最后，我们看到单单只有这样的一些目标、信心、热情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一种迈开步子，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毅力。 

第二，扶智的内涵。在这里这个“智”是智力与智慧，更进一步的来讲，就是指脱贫攻

坚当中贫困群众需要掌握的一些知识、技术、技能，概而言之就是一种本领与能力，能够去

脱贫。在这里我们看到，扶智就是通过一些培训教育引导，去帮助贫困群众打开他们的思

维，使他们具备这样的一种能力。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些途径有义务教育扶贫、职业教育扶贫

以及党性教育扶贫。 

（2）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第一个理论就是唯物辩证法当中所提出的内外因辩证关系。内因才是决定一个事物发

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而外因是第二位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在刚才的实践教育当

中，以及在同学们对这个理论的理解当中，我们会发现政府的政策制度帮扶只是外因，是第

二位的，而村民群众自己意识到我要脱贫以及具备这样的一种能力，以实际行动去脱贫，这

才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第二个理论是唯物史观当中的一个理论。我们看到实践主体的能力不仅仅包括自然能

力，还包括一种精神能力。精神能力也是实践能力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里面包含知

识因素，还有一些非知识性的因素。同学们也可以对照这个理论来看一下，知识因素其实就

是相当于刚才所提到的“智”——智慧的“智”，而这个非知识性因素，情感、意志这些相

当于刚才提到的志气、志向的“志”。 

（3）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逻辑关系。 

通过刚才在马安村的一些实践考察与调研，同学们能够很自然的得出他们的逻辑关系。 

第一，扶贫一定要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这是一种必然。为什么？同学们，我们来看一

下这里有这样的一则报道。 

【案例分析】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审计署指出了在我国当前的扶贫工

作当中，很多地方这样的一些形式主义的问题，他们将一些产业扶贫的资金直接发放给贫

困户，类似这样的一些案例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也应该去反思这样的一些大量的“输

血”，导致了贫困户他们的等靠要的情绪非常浓，一些贫困户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坐在

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所以这样的一些政策会走到它的反面，弱化了扶贫对象的内

生动力。因此，扶贫必定要激发起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所以一定要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

相结合。 

第二，扶志与扶智的作用。在扶贫工作当中，扶志——志气的“志”，它起到的是激发

贫困群众的脱贫动力的作用，解决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贫困。扶智，是提升贫困群众的脱贫能

力，解决的是能力贫困的问题。 

第三，扶贫当中的扶志与扶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面有一些比喻，扶志与扶智相

当于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离开了其中的一个，都无法顺利的推进。所以我们要做到的是

“志智双扶”。扶志对扶智起的是一种引领作用，无志，没有志向，那么扶智就没有意义，

扶不起来。中国有句古语是这样说的，叫扶不起的阿斗。扶智为立志起一个支撑作用，没有

智慧，没有一些实际的技能能力，空有一些目标、愿望，也是一种空谈。 

（4）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重大意义。 

第一，它能够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的稳固的脱贫，同时也可以为乡村振兴

的发展提供一种助力，奠定一种基础。 

这里，我们用一组对比来明显的显示出这样的一个关系。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

合，实际上所体现的是一种从之前一味的“输血”到贫困地区、贫困群众能够实现自身的

“造血”。还有呢，实现的是一种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方式与思维的转变。那么最终所

达到的这样一个目标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以及我能脱贫的一个转变。 

第二，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提供一种力量源泉。 

站在 202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来回望历史，我们就会看到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样国家欣欣向荣，民族自信满怀，人民幸福安康。那么我想问一下同学们，这样的一

切，我们的今天是如何来的呢？我们看一下，从 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儿

女立下了救国志，立下了富国志，到立下强国志，我们的人民也依靠智慧与才能，去践行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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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行、富国行，到强国行，最终依靠我们的“志”与“智”，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到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强起来的伟大梦想。 

4. 课后作业（学生根据自身学习进度自主完成） 

课后作业有两个： 

（1）请同学们在今天马安村教学实践的基础之上，登陆国开学习网，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第四个专题里社会建设方面，请大家观看视频 1《脱贫攻

坚，不破楼兰终不还》，并且完成形考测试。 

（2）推荐大家观看央视纪录片《中国扶贫在路上》。 

教学效果 

1. 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教学取得了预期成果，得到学生们

的认可（具体见学生在课程微信群中的发言截图）。 

 
（马安村实践教学班微信群学生发言） 

2. 通过这样一种教学方式，拉近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距离，大家在课堂结束后一起品

尝农家饭，交流学习心得，分享学习收获，气氛融洽而愉快，真正让思政课拉近了与学生

的语言距离，贴近了学生的生活，实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