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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 课堂
Ｉ

当前 ，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在有序推进 ，新

课改要求运用 多种 教学方式 ，尤其是议题式

教学 引 导学生 自 主学 习 、合作学 习和探究学

习 ，
以提髙学 习效果 ， 培育核心素养 。 关于 如

何推进议题式教学 ，见仁见智 。 下面 ， 以 本人

在江苏省高 中 政治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培训

会上开设的 一节研讨课
“

矛 盾是事物发展的

源泉 和动 力
”

为例 ，略谈拙见 。

＿

、 巧设 议题 ，教学体现探究性

苏霍姆林斯基说 ：

“

在人 的心 灵深处 ， 都
％

有一种根深蒂 固 的需要 ， 就是希望 自 己 是
一

^
个发现者 、研究者 、探索者 。

”

因此 ， 教师要激
^

发学生心灵深处 的探求欲望 ， 让学 生在探究
Ａ

活动 中 获得成功 的情感体验 。

“

矛盾是事物

发展 的源泉和 动力
”

是第 三单元
“

思想方法与

创新意识
”

第九课第一框 ， 主要介绍矛盾的观

点 。 矛盾 的观点是唯 物辩证法 的根 本观点 ，

把握该观点对学生完 整地掌握唯物辩证法知

识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 提升

核心 素养至关重要 。 但该观点 比较 抽象 、枯

燥 ， 如果只 是纯粹 的说教很难帮 助学生达到

理解 、运用 、迁移知识 的 目 的 。 再者是在江苏

省宿迁中学借班上课 ，对学情 比较生疏 ，我经

过深 人思考 、
权衡 ， 最终决定利用宿迁当地资

源
——

遐迩 闻名 的洋河酒 为 主 情境线索 ，精

心设计
“

千年 洋河如何 应对新 的 风 口

”

主议

题 。 在这个主议题下设计
“

品 洋河 之美
” “

寻

洋河之道
”“

筑洋河之梦
”

三个环节 ，围绕教材

知识对应生成四 个分议题 ：

分议题 １ ： 在 《 洋 河赋 》 中 ，
天一地

、 冷
一

暖 、 悲
一

喜 、得一失 、 荣一辱 、 贵
一

贱 、 线 上
一

线 下 、 攻一 守 这几

对词 组之 间 存在 何种 关 系 ？ 高 考 关 于 酒 的 满 分作 文

体现 了 怎样 的 哲 学 智 慧 ？ 对 立 统 一 的 哲 学 智 慧仅仅

存在于 酒 文化 当 中 吗 ？

分议题 ２
：
以 洋 河

“

成 功
一

失败
一

成功
”

的 发展 历

程为 线 索 ， 思考 并讨论 ：
假如你是 洋河 集 团 董 事 长 ，请

结合矛 盾 同 一性 、 斗 争性的 含义 ，谈 一谈 公 司 在发展

中应有 的 哲学 思 维 。

分议题 ３ ：
以 首届 中 国 国 际 进 口 博 览会上 外 国 酒

业纷纷进入 中 国 市 场 为 背景 ，提 出 两 种不 同 观点 ， 即 ：

“

同 行是对手 ， 来 华 参展 的 外 国 白 酒 企业 会对洋 河酒

业 带 来冲 击 。

”“

同 行是朋 友 ， 参加进博会能 促进 洋河

集 团更好地发展 。

”

请 结合 矛 盾 及基本属 性 的 知 识 展

开辩论 。

分议题 ４ ： 洋河 集 团 如今面 临 系 列 新 的 矛 盾 和 问

《
３ ８

题 。 作 为 宿 迁人 ， 或许 也是将来 的 洋河人 ，从

哲 学 角 度 讲 讲 洋 河 人 应 有 怎 样 的 担 当 和

情怀 。

通过 以 上设 计 ， 形成 了结构化 、 系 列 化 、

层 次性 的议 题群 ， 引 导学生在 民 主 、平 等 、 开

放 、 和谐的学习 氛 围 中交流 、互 动 和探 究 ， 思

维产生碰撞 ， 能力得到 培养 ， 素养得以提升 。

二 、优化 情境 ，教学彰显生活性

议题式教学从形式 看 ， 是议题与 情境的

结合 ，情境是依托和 载体 ， 不可或缺 ， 同时 ，情

境创设离不开生活 。 美国 教 育家 杜威 认为 ，

“

教 育 即生活
”

。 我 国著 名 教 育家陶行知先生

说过 ：

“

教 育就是要通过生 活 才能发 出 力 量 ，

成为真正的 教育 。

”

众所 周 知 ， 髙 中思想政治

教材特别是哲学教材 的专业性 、理论性较强 ，

比较抽象难懂 ， 如果照本宣 科 、 硬性灌 输 ， 势

必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而丧失学 习兴趣 。 长

此以往 ，会大 大扼杀思 想政治课的 生机与 活

力 。 因此 ，议题式教学必须基于现实生活 ，尤

其要关注生活 中发生的 时 事热 点 ， 善于从 中

选择鲜活素 材 ， 创设生动情境 ，设置高质量问

题 ， 引导学生 自 主学 习 、 合作学 习 和探 究学

习 ，让学生在生动 的体验 中把握基础知识 、培

养学科技能 、提 升核心 素养 、感受学科 之美 。

本课选取 洋河酒亮 相
“

进博 会
”

这
一 时 事热

点 ，首先 ，展示在
“

进博会
”

开幕式 上 ， 茅 台集

团董事长李保芳 、 五粮 液集 团 董事长李曙 光

以 及洋河集团 董事长 、 党委 书 记王耀三人 同

框的
一

张照 片 ， 提 出
“ ‘

茅 五洋
’

三巨 头为 什么 会走 到

—

起
”

这个问题 ， 设置悬念 ，激 发学 生兴趣 ，顺利导人

新课 ；其次 ，
以

“

进博会
”

期 间
一

段赞美洋河酒 的美文

设置情境 ，让学生感悟 、探究酒文化 中 蕴含 的
“

既对立

又统一
”

的关系 ；再次 ， 以洋河酒
“

成功
一

失败
一

成功
”

的发展历程创设情境 ，让学生 自 主探究 、 理解矛盾 同

一性和 斗争性 的含义 ； 最后 ， 以 １ ３０ 多个参展 国家与

地区 的 白酒 、葡 萄酒 、 啤酒等参展
“

进博会
”

， 大举进军

中 国酒市场为情境 ， 引 人
“

同行是对手 、 同行是朋友
”

的辩论 ，让学生在辩论 中 明 白酒业 同行之间 既有竞争

又有合作 ， 既是对手也是朋 友 ，既对立又统
一

， 矛盾双

方的斗 争性与 同一性相互联 系 、 不可分 离 。 通过设置

开放性教学情境 ，组 织多 种 形式的 课 内 外探究活动 ，

有效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 ， 发展学生思维水平 ， 使议题

式教学收到 实效 。

三 、活 动导航 ，教学体现实践性

实施议题式教学 ， 离 不开
一

定的 活 动支 撑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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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的课堂活动 能激发学 生学习 兴趣 和 学 习 潜能 ，从

而顺利推进教学进程 ， 圆 满完成教 学任务 。 ２ ０ １ ７ 年

新课标 明 确指 出 ，应 立足 于 当今信息化 环境下学 习

的新特点 ，直面各种社会思想文化的 相互交织 、 相互

渗透 ，学生接受信息渠道 明显增多的新态 势 ；
着 眼于

学生思 想活动 的 独立性 、 选择性 、 多 变性 、 差异性和

髙 中阶段学生成长 的新特点 ， 引导他们步人 开放式 、

辨析式 的学 习活动 ， 理性面对不同观点 ，正确解决价

值冲 突 。 我们应 该看 到 ， 辨析式学 习 活动 有助 于学

生澄清错误认识 ， 锻炼思维能力 ，有助于教师强化价

值引领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要求髙 、 难度 大 ，需要教

师用心思 考 ， 精 心组 织 。 本 节课我 设计
“

同行 是 对

手 、 同行是朋友
”

辩论环节 ， 学生在 唇枪舌 剑 中 自 然

运用
“

矛盾 同一性 、斗争性 的含义
”“

同
一性和斗争性

的辩证关系
”

知 识点 ， 通过精心 指导 ， 比较 轻松地 突

破了
“

同 一性 和斗争 性的 辩证 关系
”

这一 教学难 点 。

从课堂教学实 践看 ， 辩论环节 大大激发 了 学生 的参

与 热情 、 探究热情 ， 最 大限度地激 活 了学生思维 ，课

堂气氛相 当热烈 。

当然 ，新课程背景下 ， 活 动方式多种 多样 ，课堂上

有辨析式 、探究式 、演讲式等 ，课后要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的原则 ，鼓励学生走 出教室 ，融入社会 ，加深对社会

的感知 、 认识和理解 。 本课结束时 ， 我设计 了一项开

放性很强的作业 ，让学生课后 以班级研究性学习小组

为单位 ， 围绕
“

洋河的 昨天 、 今天 、 明 天
”

主题 ， 走访洋

河集团 ， 完成调査报告 。 我想 ， 学生 开展社 会实践活

动 ，其体会和感悟肯定 比坐在教室听教师讲解要更深

刻 、全面 ，肯定真正有获得感 、成就感 。

四
、 任务驱动 ，

教学体现层次性

２ 

０ １ ７ 年新课标 强调 ， 要通过 问 题情境 创设 和社

会实践活动参与 ，促进学生在合作探究学习 中培养创

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 。 议题式教学不仅要使学生 完成

识记 、 理解任务 ， 而且要完成应用 、 迁移任务 。 其 中 ，

识记和 理解属于低阶思维 ，应用和迁移是发生在较高

认知水平层次上 的 心智 活动 ， 是高 阶思维 的 体现 ， 也

是 ２０ １ ７ 年新课改的题中之义 。 这需要 教师在学科教

学中坚持任务驱动 、 问题引领 ，放手让学生主动参与 、

积极探究 、勤于动手 、交流合作 ， 成为能够主动完成任

务 、积极解决问 题 、有批判精神 和创新能力 的学习 者 。

我在课前布置学生完成两项任务 ：第一 ，走进洋河 ， 了

解洋河发展历程 中具有转折意义的 特殊阶段 ，并分析

原因 。 第二 ，站在新 的 时代风 口 ，洋河 的发展还 面临

哪些困境和 问题 ， 我们应该如 何应对 ？ 学生通过课前

走访 、上网査阅 ， 收集 到许多信 息 。 针对学生提供 的

信息 ，我在课上设计 了一个探究 问 题 ：假如你是洋河

｜

活 力课 堂
［

中爹敁跆 ％学参考
Ｅ
－

ｍａ ｉ ｌ ：ｚｈ ｏ ｎｇ ｚｈ ｅｎｇ ｃａ ｎ ８ １ ９ ７＠ １ ６ ３． ｃｏｍ

集团董事长 ，请结合矛盾 的同
一

性 、斗 争性的含义 ，谈
—谈公司在发展中 应有的哲学思维 。 学生通过讨论 、

交流 ，很快明 白 了 成功 与 失败是 两个不同 的结果 ，二

者之间相互排斥 、 相互对立 ， 即双方具有斗争性 ， 而且

这种斗争性不 以人的意志 、喜好为转移 ， 具有绝对性 。

同时 ，学生看到成功与失败相互吸 引 、 相 互依存 、相互

贯通 、相互转化 ，但这种转 化是有条件 的 。 还有学生

从洋河企业成败中感悟人生 ，

“

失败并不可怕 ，通过努

力可以东山再起 。 即使成功也不能故步 自 封 ，要有忧

患意识 ，居安思危 ， 不断开拓创新 ， 乘势而上 ， 否则很

可能会被对手反超
”

。

学 生 了解 到 目 前 洋河 面 临 诸如 国 内 外 同 行竞

争 、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统一 、企业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护 、 继承 传统 与开 拓创新 、

“

引 进来
”

与
“

走 出去
”

等矛 盾和 问 题 。 学 生通过 探究 发现 ， 这些 问 题与矛

盾 的存在 不但没有 阻碍洋 河 的 发展 ，反 而促 使洋河

集 团 苦练 内 功 ，开拓 创新 ， 向 更 髙层 次迈进 ， 自 然得

出 本 课最重 要的结论 ： 矛盾是推 动 事物发展 的 源泉

和动力 。 由 此 ，我 顺势 引 导学生 ，将矛盾 的思维 由 洋

河企业 的发展迁移 到 现阶段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转

变 、 中 美贸 易 战及师生和 同学之间 的 矛盾等 ， 让学生

认识到 个人成长 、 国家发展 、社会进步都是不 断解决

矛盾 的过程 。 最后 ， 我用既富有哲学 意味 、 又 非常贴

近本节课主题 的
“

空杯理论
”

引 发学生深思 ：

“

站在新

时代风 口 ，洋河发展 、宿迁腾飞需要同 学们 随时倒掉

杯中 所有 ，及时将 自 己
‘

归零
’

。 只 有保持空杯心态 ，

才能 学到更多 的知识 、获得更大 的成功 ，才能装得 下

满满 的幸福 ， 将来 为祖 国腾飞 、 家乡 发展做 出 更 大贡

献 。

”

这样 的迁移 ， 亲切而 自 然 ，寓素 养教育于无形 。

总 之
，议题式教 学需要 在议题确定 、 情 境选 择 、

活动 开展 、 任务驱动等方面精 心设计 、齐头 并进 。 在

议题式教学背景下 ，教师是教学活动 的设计者 、 教学

进程 的引 领者 、 学生 学习 的指 导者 。 教 师要根 据教

学 内 容及学生 已有 价值观念 、 思 维品 质和 综合 能力

等 ， 明 晰教学 目 标 ， 优化教学设计 ， 改进教学方式 ，选

择教学资源 ， 让学生在 自 信满满 的状 态下 自 主合作

交流 、 自 主探究思辨 、 自 主感悟提升 。 在我 与宿迁 中

学高二 （ ６ ）班学生 短暂 的邂 逅 中 ，彼 此欣赏 ， 留下 了

丰盈愉悦 的记忆 ，就算别离 ， 也 已在对方心 中 留 下美

好 的 回忆 。

最美 的教育永远在行动 。 我会在今后 的 教学实

践 中大胆探索 、潜心钻研 、 努力践行 、 勤于反思 ， 让议

题式教学不断展现应有活力 ，让核心素养 教育真正落

地生根
。（ 本丈 搞 辑 ： 闫 琳 ）

（
２２４ ００５ 江苏省盐城市第

＿

中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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