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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自 《 普通 高 中 思想 政治课程标 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 》颁 布 以 来 ，议题式教 学就成 为 高 中 思想政治 教 学 、研

究领域的核 心热词 ， 形 成 了 大 量 的 理 论与 实 践成 果 。 这 些研 究成 果 只 有 与 教学 实 践对接 ， 才 能 发挥其 应有价

值 。 朱 开群老师 立足课标要求 ，
放眼课堂 实 践 ，从指 向 、 敉体 、 条 件 、 特征 、 关 系 或 问 题 多 个 角 度 ， 对议题 式教 学

展开 实践性研究 ， 希望 能 为 广 大读者提供议题式 教学 的 理 念指 引 与 实 践参考 。

思醑诹诒 丨Ｘ题 教字欏耐
口 朱开群

《普 通高 中 思想政 治课 程标

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 》 （ 以 下 简称
“

２０ １ ７

年新课 标
”

）具 有 五大显 著变 化 ：

一

是课程 目 标从
“

三维 目 标
”

走 向

了
“

核心 素 养 目 标
”

； 二 是更 新 了

课程教 学 内 容 ； 三 是课程 性 质有

了新提 法 ； 四 是教 学方式 有 了 根

本性变 革 ；
五是研 制 了 学 业 质量

标准 。 其 中 ， 教 师 最 关 心 、 最 困

惑 、最难操作的就是议题式教学 。

本文结 合 多个案 例 ， 就 高 中 思想

政治议 题式 教学进 行 系 统 阐 述 ，

希望能对广大教师有所启 发 。

―

、

一

大 指 向 ：
立 德树 人 ， 价

值引 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 要全

面贯彻党 的 教 育方 针 ， 落实立 德

树人根本任务 ， 发展素 质教育 ，推

进教育公平 ， 培 养德智 体 美 全 面

发 展 的 社会 主 义建 设 者 和 接 班

人
”

。 髙 中 思想 政治 课作为 国 家

基础 教育 的 重要课 程 ， 以 立 德树

人为 根本 任务 ， 培养社会主 义核

心价值观 ， 弘扬 中 华优 秀传 统文

化 ， 提高法治意识 、 创新精神 和实

践能力 ， 以 帮 助 学生坚定 正 确 的

政治方 向 ，培育学科核心素养 。

高 中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应

该 以
“

立德树 人 、 价值 引 领
”

为 根

本指 向 ， 按照思 想政治 学科 核心

素养要求 ，使学生成为有信仰 、有

思想 、有 尊严 、有 担 当的社会 主义

接班人 。

西安交通大学苏 州 附属 中学

刘雁 老师 在 《文 化生 活 》

“

传 统 文

化的继承 与 发展
”

教学 中 ， 以
“

如

何正确认识和 对待 中 国 古代的 爱

国主义思想
” “

如 何正确认识和 对

待当代 中 国 的 爱 国 主 义
”

为 议 题

开展教学 ：

议题 一 ： 如 何 正 确 认 识 和 对

待 中 国 古 代的 爱 国 主 义思 想 ？

（ １ ） 分 享 你 所 了 解 的 反 映 古

代爱 国 主 义的 英 雄人物 、 诗歌 、 名

人名 言等 ，并说说你的 感悟 。

（ ２ ） 中 国 古 代 爱 国 主 义有 何

特点 ？ 针对 古 代 爱 国 主 义 所 呈现

的 特 点 ， 我们 对 中 华 传统 文 化 应

该持什 么 态度 ？

（ ３ ） 岳 飞 作 为 中 国 古 代 爱 国

主 义的 代 表人 物 ， 在 他 身 上 具 有

浓郁 的
“

封建 忠 君
”

甚 至
“

愚 忠
”

思

想 ，但 为 什 么 说 不 妨 碍他 是一 个

伟 大的 爱 国 主 义者 ？

议 题二 ： 如 何正 确 认识 和 对

待 中 国现代的 爱 国主义 思想 ？

（ １ ）从 历 史 和 政 治 相 结 合 的

角 度 ，
论证 在 中 国 当 代 爱 国 与 爱

党 、 爱社会主义是一 致 的 。

（ ２ ）在 中 美 贸 易 战 背 景 下 ，有

人提 出 了 抵 制 美 货 的 主 张 ， 你 是

否认同 ？

（ ３ ）请你 以
“

爱 国 是 秉持理 性

精神和 遵 循 法 治 轨道相 统 一

”

为

题 ，说明 如何
“

不 让 爱 国 主 义成 为

糊涂的 爱
”

。

【解析 】爱 国 主义既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 观的 主 要 内 容 ， 也是

中 华优秀 传 统文 化 的 重 要 内 容 。

以 爱国 主 义 为 主题情 境 ， 通过 分

享 、体 验 、 探究 和 思 辨 等方 法 ， 既

避免 了 空 洞 、 抽 象 地谈论 中 华 传

统文化 的 继承 与发 展 ， 又将弘 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中华 优秀

传统文化落 到实处 。 通 过两 个议

题的 教学 ， 使学 生认 识 到对 待 中

华传统文化要坚持
“

取其精华 ， 去

其糟粕 ， 推陈 出 新 ， 革 故 鼎 新
”

的

态度 ， 既 要坚持 和 弘 扬 中 国 古代

爱 国 主义 的优 秀 传统 ， 又要 赋 予

其新的 时代 精神 和 内 涵 ， 在 当代

中 国 最本 质 的就 是要 坚持 爱 国 、

爱党和 爱社会 主义相 统 一 ， 秉 持

理性精神和法治意识相统一 。 这

样的 议题式 教学 是 有 魂 的 教学 ，

体现 了 知识性 、 政 治性 和 时 代性

的有机 统一 ， 是寓 价值 引 领 于 知

识教学 的 典 范 ， 体 现 了 价值 引 领

从单 向灌 输 走 向体验感 悟 ， 从贴

标签 、 符号 化 的价 值 观教育 走 向

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的 内 在认 同 。

二 、两个载体 ： 情境 （
案例

） 和

知识

１ ． 情境 （ 案 例 ） ： 议题 式 教 学

的 核心是真 实情境 下 的 问题解 决

综观世界上主要发达 国 家和

国际组织 的 核心素 养框 架 ， 都有

一

个鲜 明 的 改革指 向 ： 真实情 境

下的问题解决 。 让学生在真实情

境 中 ，通 过 自 主学 习 、协作学 习和

探究学 习 ，主动进行意义建构 。

在 新￣
＇

轮以 核 心素养 为指 向

的课程改革背景下 ，我 们要全面 、

准确 认 识 知识 和 核 心 素 养 的 关

系 。 核 心素 养离不 开 知 识 ， 但 知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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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

识不等于素养 。 只有将 知识 与技

能用于解决复杂 问题 和 处理 不可

预测情境所形成 的 能 力 和 道德难

题 ， 知 识 才 能 转 化 为核 心 素养 。

因此 ， 无论是
“

活 动 型 学科课 程
”

还是
“

议题式教学
”

， 都不 能离 开

真实 、 复 杂 、 综合 、 开 放 的情 境 载

体 ，而且情境教学还需 要从 虚构 、

模拟情境走 向 真实情境 ，从 简单 、

清晰 、结构 良好 的情境走 向 复杂 、

综合 、结构不 良 的情境 ，从碎片 化

情境转 向 系列化情境 。

２ ． 知 识
：
议 题 式 教 学 的 设 计

要承栽知识性 内 容 的 教学

新课标将 髙 中 思 想政治课定

位为
“

综 合性 活 动 型学 科课 程
”

。

那么 ，

“

活 动 型
”

和 学科 之间 是什

么关系 ？ 也许两句 话和 两个关键

词能简 明扼 要地概括 。

“

两 句 话
”

就是课程 内 容 活动 化 、 活 动设 计

内容化 ；

“

两个 关键词
”

就是 两重

性 、从 属性 。 所谓
“

两重 性
”

是 指 ，

既具有
“

活 动课程
”

尊 重 学生主体

地位 的特 点 ， 又具 有
“

学 科 课程
”

注重学科素养 的特点 ； 所谓
“

从属

性
”

是 指 ，

“

活 动课 程
”

从厲 于
“

学

科课 程
”

，

“

学科课 程
”

依赖 于
“

活

动课程
”

。

从对高 中 思想政治学科性质

的分析 可以 看 出 ， 议题 式教 学 的

载体是情 境 ， 但必 须 承载知 识性

教学 内 容 ， 情境 、 活 动 、 议题 只 是

一种手段和载体 ， 不是 最终 目 的 。

我 们既要反对脱离情境 （案例 ） 的

议题式教学 ， 又要 反 对脱 离知识

的议题设计 。

教学
“

我 国 政 府 的 职 能
”

时 ，

我 以
“

社会 主 义市 场经 济条件 下

政府 的
‘

有为
’

与
‘

无 为
’
”

为 议 题

展开教学 ：

议题
： 社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条

件下 政府的
“

有 为
”

与
“

无为
”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我 国 政 府

大 力 推进 简 政 放权 ， 加 大 转 变 政

府职 能 。 把不 该 管 的 微观事 项 坚

决放给市场 、 交给社会 ，
该加 强 的

ｖ＼宏观 管理切 实 加 强 ， 做 到 事 前 审

ｆ ３ ０

批要 多 放 ， 事 中 事 后 监 管要 到位 。

也就是 说 ， 既要把 该 放 的 权 力 放

开 ，
又要把该 管 的 事务 管好 ， 做到

有 所 为 有 所不 为 。

（ １ ）从政 治 生 活 角 度 ，
说 明 政

府 为 什 么 既要 有为 又要无 为 。

（ ２ ）请 结合政 治 、 经 济和社会

生活 实 例 ， 分 析在社会 主 义 市 场

经济条 件 下 ， 政 府如 何处 理 好 有

为 与 无为 的 关 系 。

（ ３ ） 能 否 用
“

管 得 多 少
”

作 为

衡量政府好坏的 标准 ？

【解析 】这一议题 式教学设计

较好地处理 了 情境 和 知识 、 活 动

性和学 科性 之 间 的 关 系 。 首先 ，

这一议题所面对的是 我 国政 治体

制 和 经 济体 制 改 革 中 的 重 大 问

题 ： 在 推进政 府放 、 管 、 服 改革进

程 中 ，如何避免我 国 出 现过的
“
一

管就死 ，

一放就乱
”

的弊 端 。 关键

是处 理 好政 府 有 为 和 无 为 的 关

系 ， 既要 反对乱作为 ， 又 要防止不

作为 ，克 服
“

缺 位 、 错 位 、 越 位
’’

的

倾 向 。 其次 ， 这一 议题 较好 地 实

现 了 情 境 和 教 材 知 识 的 无 缝

对接 。

三 、 三 个 条 件 ： 重大 和 重要 、

争议和思 辨 、 生活和 困 惑

议题式教学 作为
“

活 动 型 学

科课程
”

的 重要载体和 实施路径 ，

具有举 足轻重 的作用 。 但什么样

的 知 识点 和 问 题 适合 设计为议

题 ，是不 是所有 的知 识点都 需要

设计议题 ， 这 是一个 必须 形成共

识的 重大 问 题 。 我 认 为 ， 议题 的

选择必 须符合 三个 重大条 件 ， 即

重大 和重要 、 争议和 思辨 、 生 活和

困惑 ，这 三个 条件可 依次 表述 为

有价值 、 有必要和有 可能 。

其一 ， 重大与重要 （有 价值 ） 。

适 合设计 为议题的 一般是教材 中

的核心 知识 ， 是我 国政治 、 经济和

社会生活 中受到 普遍关注的重 大

问题 。 这样 的 问题具有设计为议

题的 意 义和 价值 。 其二 ， 争议 与

思辨 （有 必要 ） 。 选择为议 题的 问

题应该 是有 争议 、 思辨 、 开放 的 问

题 ，这样 的 问 题 才具 有进 一步设

计为 议题 的必 要 。 其三 ， 生 活与

困惑 （ 有可能 ） 。 选择为议题 的 问

题除 了 体现 重大 与重 要 、 争议 与

思 辨之外 ， 还 要 紧 扣学 生 实 际 。

只有这样 ，学生才能真正参与 。

当 然 ， 议 题 肯定不 能 只满 足

上述三 个条 件 ， 但 这 三个条件 是

议题教学必 须关 注 的 核 心 要 素 ，

关系 到议题教学有意 义 、 有 必要 、

有 可能 ， 从 而直接 影 响 议题设 计

的质量和议题教学的效率 。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 附 属 中 学

钱秀英老师 和江苏 省黄埭 中学张

华老师 在教学
“

矛盾 是事 物发 展

的 源 泉 和 动 力
”

时 ， 分 别设 计 了
“

走进 Ａ Ｉ

”

和
“

如 何造就和 谐的 自

我
”

两个议题 ：

议题一 ： 走进 ＡＩ 。

（ １ ） 分 享 你 所 了 解 的 人 工 智

能在 经 济 、 社会和 生 活 中 应 用 的

实 例 。

（ ２ ） 请 你 分析 人 工 智 能 所 具

有 的 积 极 作 用 和 可 能 引 发 的

矛 盾 。

（ ３ ） 人 工 智 能 给人 类 带 来 的

是 福音 还是 毁灭 ， 你 对人 工 智 能

的 发展 持 悲观还是 乐 观 态度 ？ 说

明 理 由 。

（ ４ ） 从 矛 盾 角 度分析 我 们 对

人工智 能应有 的 正确 态 度 。

议题二 ： 如何造就和谐 的 自 我 ？

（ １ ） 请 用 对立 统 一 原 理 描 述

自 己 的 生活或 学 习 状况 。

（ ２ ） 人 的 心 中 总 有 一 些 坚硬

和柔软 的 东 西 ， 如何 对待 关 系 到

能 否 造就 和 谐 的 自 我 。 观 点 一 ：

社会竞 争激 烈 ， 要坚定执着 、 刚 毅

不 屈 。 坚硬让 我 们 恪 守 规 则 与 底

线
；
坚 硬让 我 们 历 经 风 雨 而 初 心

不 改 ． 观点 二 ： 世事 难料 ， 要 灵 活

变 通 ， 温 润 通 达 。 柔 软 让 我 们 懂

得调 整 与 转 弯 ，
让我 们 尽 享 知 足

平 和 。 你 赞 同 哪种观 点 ？ 请说 明

理 由 。

（ ３ ）请你 以
“

坚 硬 和 柔 软
”

为

例 ，
说 明 矛 盾 的 概 念 及 其 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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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

【解析 】两个议题都 较好 体现

了议题选 择 的 三个 条件 ： 首 先是

重大与 重要 。 如人工智 能是 事关

国家 经济转 型的 重大 战略 问 题 。

其次是争议与思辨 。 人工智 能深

刻改变着我 们 的生活 ， 对经济 、社

会等产 生着重 大影 响 ， 但也 带来

了很 多矛盾 ， 如就业 、安 全甚 至伦

理问题等 。 三 是生 活 与 困 惑 。 人

工智 能看似是 一个 国 家 、 企 业 和

社会 的 问 题 ， 其实 与 中 学生 息息

相关 。 中学生时刻享受着人工智

能带来 的 便利 ， 也体验 到 人 工智

能带 来 的 烦恼 。 因此 ， 中 学 生对

人工 智 能是有 生 活体验 、 知 识积

累和情感需求 的 。

四 、 四 个特 征 ： 主 题 化 、 序 列

化 、 综合 化 、 多样化

主题化指议题一般 是 围绕
一

个主题 展开 的 ； 序 列 化 指议 题可

以是
一

个 问题 ， 但更多 是 围 绕 主

题设计的 多种思维指 向 的 问题序

列或问 题链 ； 综合化指 议题 可 以

综合 同
一

模块或不 同 模块多 个知

识展开
； 多样 化指 议题 主要 以 问

题形式 呈现 ， 也 可以 是 学生 的 分

享 、调査 、体验等活动 。

议题 包括 多 种 问 题类 型 、 多

种思 维指 向 、 多 种 行为 主体 。 如

聚合与发散 、单
一 与开放 、演绎与

归 纳 、 原因 阐述与计划 实施等 ＞议

题的解 决可 以 通过 个体 思考 、 生

生合作和师生互动等形式 。

江苏省苏州 第
一

中 学舒 兰兰

老师在
“

第二届 全 国 高 中思想 政

治卓越课堂观摩 及研讨
”

活 动 中 ，

执教
“

创 新是 引 领发展 的 第
一

动

力
”

时 ， 紧密联 系我 国 创新驱动战

略 ， 以
“

华为 是 怎 样炼 成 的
”

为 总

议题 ， 下 设
“

科 技 创 新 与华 为 发

展
” “

制 度创新 与华为 发展
” “

思维

变革与华为 发展
”

三个分议题 ， 将

议题 式教学贯 穿课堂始 终 ， 得 到

了 与会教师的一致好评 。

总议题 ： 华 为 是怎样炼 成的 ？

分议 题一 ： 科技 创 新 与 华 为

教 学研
＞

，

中穸竑涂 ％学参多
丁 ＇Ｅ －ｍａ ｉ

ｌ 

：ｚｈ ｏｎ ｇ ｚｈ ｅ ｎｇ ｃａ ｎ ８１ ９７ ＠ １ ６ ３ ．ｃ ｏｍ

发展 。

（ １ ） 分 享 你 所 了 解 的 华 为 在

科技创 新方 面 的 巨 大成 就 。

（ ２ ） 结合 华 为 实 例 ， 谈谈创 新

如何推动 生产 力 发展 。

（ ３ ）从
“

中 兴 事件
”

谈 谈我 们

如何 处 理
“

引 进 国 外 先 进 技 术和

开展核 心技术 自 主攻 关
”

的 关 系 。

分议 题二
： 管 理 创 新 与 华 为

发展 。

（ １ ） 分 享 你 所 了 解 的 华 为 在

管理创新 方面 的 举措 。

（ ２ ） 华 为 的 股权 激励 体现 了

怎样 的 分 配 制 度 ，
股权 激励 对 企

业发展有何积极 意 义 ？ 这说 明 创

新是如何推动 生 产 关 系和社会 制

度变革 的 ？

（ ３ ）作 为 一 名 企 业 员 工 ， 你 是

赞成拿 高 薪 还是拿股权 ？

分议题三 ：
文化创 新与 华 为 发展 。

（ １ ） 分 享 你 所 了 解 的 华 为 文

化创 新 的 实例 。

（ ２ ）

“

政府 对企 业 的 服务就像

空 气 一样 ， 平 时 感 觉不 到 ，但是 又

离 不 开 。

”

杭 州 滨 江 区 的 政府 管理

改革 体现 了 怎样 的 经 济学 智慧 ？

（ ３ ） 我 国 著 名 生命科 学 家 、 清

华 大 学 原 副 校 长 施一 公 在 《 开 讲

啦 》 演讲 中说 ：

“

知 足常 乐
”

是创 新

的 最 大敌人 。 你是怎样认识 的 ？

【解析 】这是一节一 以 贯之的

议题式教学 ， 总 议题 下包括 三个

分议题 ， 正 好对 应 了 教材 三个 知

识点 ：
创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 ，

创新推动生产关 系和社会制度变

革 ，创新推 动人类 思维 和文 化 的

发展 。 整个议题 以华为 的发展 为

主 ，具有主题性 ；每个议题 下又包

括分享 、 探究 、 思 辨等 多个 问 题 ，

具有序 列 性 和 多样性 ； 该议 题不

仅涉及 本节课 知识 ， 也 涉及 本模

块其他知 识 ，具有综合性 。

五 、 五个关 系 或 问题

１
．
活 动 型教学就是议题式教 学 吗

教学设计 能否反 映活动型 学

科课程 实 施 的思 路 ， 关键 在 于 确

定活 动议题 。 也 就是说 ， 活 动 型

学科课程最主 要的实施路径和方

法就是议题式教学 。 从 这个意 义

上说 ，议题式教学是实施
“

活 动 型

学科课程
”

的 主要路径 ， 但不等于

说活动型教学就是议题式教学 。

２ ． 议题就是 问 题吗

议题 离不 开 问 题 ， 但 问 题不

等于议题 。 首 先 ， 单一 的 问 题不

是议题 。 其 次 ，具 有重大政治 、经

济和社会 意义 ，具 有争议性 、 思辨

性 、 开放性 的 问 题可 以 理解 为是

议题 。 再 次 ， 议题更多 是针 对学

生实际 和社会 热点 ， 围 绕一 个主

题所设计的 问题序列 。

３ ． 议题就是辩题吗

思辨 性 是议 题 的 重 要特 征 ，

但不等 于所有 的 辩题 都是 议题 。

首先 ，议题 一般是具有争议性 、思

辨性 的 问 题 。 其 次 ， 比较 复 杂 的

涉及多种主体 、 多 种路径 、 多种关

系 的辩题 本身 就具有议 题性 质 。

再次 ，某些单一 、简 单的 辩论式 问

题不能认为是议题 。

４ ． 议题 就是课题和研 究性 学

习 吗

议题 本 身具有 探 究价 值 ， 具

有微课题研究与研究性学习 的特

征 。 但议题 与课题研究和 研究性

学习具有 一定 区别 。 课 题研究和

研 究性 学 习 是 学 生 在教 师 指 导

下 ，将学科观念转化为探究课题 ，

将 课题 与 真 实 生 活情 境 联 系 起

来 ， 以 小 组 合作 或个体独立 的 形

式 ，运用 批 判性思 维 对课题展 开

系统而 深人的 研究 ， 形成 自 己 的

学科解 释或 理解 ， 发 展学科核 心

素养 。

５ ． 课堂 教 学都 需要 围 绕议 题

展 开吗

新课标 下的 高 中思想政 治课

教学应该是传统问 题式教学 与现

代议题式 教学 的 结合 ， 将所 有 知

识点的 教 学议题 化 ， 是 既不 可 能

也没有必要 的 。

下 面 ， 以 我 教学
“

企业发展 的

战略
”

时所 采用 的 议题 设计 和 相

关思考结束本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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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力课堂
Ｉ

以籠手段
“

生
， ，

势 促学科素养落地

口 陈玉兰

中家这跆 ％学参考
Ｅ
－

ｍ ａｉ ｌ ：ｚｈ ｏｎ ｇｚ ｈｅ ｎ ｇ ｃａ ｎ８ １ ９７ ＠ １ ６ ３ ． ｃｏｍ

议题
： 猪如何站 在风 口 上 飞 ，

丨

又不 至 于被摔死 ？

小 米 创 始 人 雷 军 提 出
“

飞 猪
ｉ

理论
”

， 即 站 在 台 风 口
， 猪也 能 飞

丨

起来 。

“

飞 猪理论
”

概括起来 就 四
ｉ

个 字 ： 顺 势 而 为 。 伴 随
“

飞 猪 理 ｉ

论
”

的 迅 速 走 红 ， 争 议 也 由 此 而
丨

来 ， 不 少 大 佬 矛 头 直 指
“

飞 猪 理
ｉ

论
”

。 如 马 云 认 为 ，

“

猪碰 上 风 也
丨

会 飞 ， 但是风 过去摔死 的 还 是 猪 ，

ｉ

因 为 你 还是猪 。

”

百 度 李 彦 宏在 出
丨

席 ＩＴ 领 袖 峰会 时 也 对
“

飞 猪 理 ；

论
”

表 示 不 满 ，认 为 其 充 满 投机 思
ｉ

维 。
面 对 外 界 质 疑 ， 雷 军 不 得 不

ｉ

对
“

飞 猪 理 论
”

做 出 更 全 面 的 解
ｉ

释 ，反 复 提 及
“

１ 万 小 时 定 律
”

和
ｉ

“

选择 比努 力 重要
”

两 大理论 。

（ １ ）

“

猪要 站 在 风 口 上
”

有何
丨

经 济 学道理 ？

（ ２ ＞ 从 经 济 学 看 ，

“

猪 如 何站
丨

在风 口 上飞 ， 又 不 至于被摔死
”

？

（ ３ ） 在 市 场 竞 争 中 ， 企 业 如何
丨

做好
“

选择与 努 力
”

两 篇 文幸 ？

本节 课结 束后 ， 学 生 意 犹 未
｜

尽 ， 感觉这 样 的 思想 政治 课 太 好
｜

玩 了 。 这 也 促使 我思 考三 大 问
ｉ

题 ：第
一

，思想政 治课首 先要好玩
ｉ

有趣 。 只有 这样 ， 学生才会 听 ， 才 ｜

能解 决信 不 信 、 做 不 做 的 问 题 。
｜

第二 ， 思想政治课仅仅好玩 不够 ，

ｉ

还要解决 深刻性 和 探究性 问题 。

｜

第三 ， 髙 中 思想 政治 课要 在学 生
ｉ

兴趣与 应试之 间 找到 平衡 点 ， 确
｜

保学生应试成 绩 的前 提下 ， 追 求
ｉ

理想教育 ，实现教育情怀 。

（本丈 编 辑 ： 张 文婷 ）

｜

［本 文 系 江 苏 省教 育 科 学
“

十
ｉ

三五
”

规 划 重 点 自 筹 课题
“

指 向
丨

‘

深度学 习 ’

的 中 小 学教 学 方 式 的
｜

变 革

”

（ Ｂ
－ ｂ／ ２０ １ ６ ／ ０２／ ２ ６ ） 和 江 苏 ｉ

省教 育科 学
“

十 三 五
”

规 划 叶 圣 陶 丨

研 究 专 项 课 题
“

指 向
‘

深 度 学 习 ’ ＇

的
‘

教是 为 了 不 教
’

的 实 践研 究
”

｜

（ ＹＺ－Ｃ／２０ １ ６／２ ８ ） 的 研 究 成 果 之
｜

一

］

（
２ １ ５００ ４江 苏 省 苏 州 市教

育 科学研究 院 ）

２０ １８ 年 ４ 月 ， 笔者开设 了

一

节 《文化生活 》
“

永恒 的 民族精神
”

公开 课 ，基于 智 憩 环境下 ，将经典

引人髙 中思想政治课堂 ， 以
“

聆听

经典
一

吟唱 经 典
一

发 展经 典
”

为

主线展开 教学 ， 培 养学 生 的 学科

核心 素 养 。 现 以 本课 为 例 ， 从 一

个侧面谈谈如 何在智 恝 环境 中 培

育学生学科核心 素养 。

―

、 利 用 智 慧 手段精 准 创 设

情境
，
因 势而 动

，
做到 以生 为本

“

永恒的 民族精神
”

这
一

课 内

容较 为 抽象 ， 甚 至有 些学生 认为

离 他们 的 生活 很遥 远 ， 如何 让学

生 更直观地理 解 、感 知 民族 精 神

特别 是爱 国主义精 神 的重要性成

为 教学
一

大 难 点 。 在 教 学 设 计

前 ， 笔者利 用智 慧 终端 的互 动 投

票 与讨 论功 能 ， 让 学生讨论 与 推

荐近期观看 的最喜欢的文 化类 电

视节 目 。 根 据资 源大数据反馈 的

结 果 ，大 多数学生 推荐 了一 档 节

目—— 《经典 咏流传 》 。 这档节 目

将诗词与音 乐完美融合 ， 自 ２０ １ ８

年 ２ 月 １ ６ 日 （大年 初
一

）在 央 视

开播 以来 ， 迅速成 为 叫 好 又 叫 座

的 王牌节 目 ， 引 发广泛关 注和 好

评 。 既然学 生喜欢 这档 节 目 ， 笔

者便从其中 寻找素材和 灵感 。 最

终笔者 决定将经典 引 人课 堂 ， 拉

近经典与学生的距离 。

在教 学 的 第一个 环节
“

聆 听

经典
”

中 ， 教 师通 过 多 媒 体 播 放

《经典咏流传 》节 目 孙杨演唱经典

《 赠从弟 ？ 其二 》 的视频 片段 。 视

频前半段 ， 震天 的击缶声 、 孙杨激

情的 演唱 、励 志 的歌词 、 熟 悉的 旋

律 、恢宏大气的 画 面等扣人心弦 ，

学生热 血 沸腾 由 衷 地 跟 唱
；
视 频

后半段 ， 孙杨 介绍 自 己 的 成 长经

历 ，包 括 自 己如何克服种种 困 难 ，

终于实现理想 ，为 国争光等 ， 深深

触动 了 学 生 的 内 心 。 视 频 结 束

后 ，教师趁势抛 出 两个问 题 ：

“

这段

视频 ， 有哪些地 方打动到你 ， 为什

么 ？ 

”“

在我 国 历史和 现实 中应该还

有很多体现中华 民族精神 的例子 ，

大家能 否 列举 一些 ？ 

”

因 为 是 自 己

喜欢的 节 目 、崇拜 的偶 像 、 亲切的

话题 ， 学生 一下 子打开 了话匣子 ，

纷纷发言 ，或谈感想 ，或谈思考 ，发

言情真意切 ， 课 堂氛围 融洽 和谐 。

教师将学生 的发言 内 容浓 缩为 民

族精神 的基本 内 涵展示在 白板上 。

学生不仅仅明确 了这
一

知识内 容 ，

更为重要 的是深刻 感受 到民 族精

神的 巨大力世 ， 浓浓的爱国精 神与

民族情怀油然而生 。

笔者认为教学情境 的设置对

于
一节课 的成 功 开展 十分 重 要 ：

或激发热 情 与 兴趣 ， 或启 迪 思 考

与感悟 ， 或拓展视野与思维 ， 或 引

发共鸣 与 认同 …… 这些都 属于课

堂 的无 形 气势 。 同 时 ， 智 慧 手段

为精准创设教学情境提供 了 便捷

通道 。 当无形的 气势被成功 和恰

当营造 ， 课 堂教学 的 推进 就 如行

云如水 ， 课 堂上 就会有 更 多 的 人

文与 智 慧 、 更多 的 生成 与惊喜 ，学

科核心 素养 的 达成将 顺理 成章 。

这 需 要 教 师 关 注 学生 的 所思所

想 ，提供 易 引 发学生共 鸣 的背 景

材料 ， 激 发学 生 内 在 的 、 可 贵 的 、

向上 的思 想 ， 引 导学 生将 自 己 内

心 的真话说 出 来 ， 让课 堂 充满 真

情实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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