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识形态 领域 ， 多种文化并存是 客观事 实 ， 同时 国 民个

体思想活动的独立性 、选择性 、 多变性 、 差异性 明显增

强 。 面对这
一状况 ， 教师必须教育学 生热爱祖 国 ，热

爱 中 国共产党 ，认 同 国 民身份 ，对祖 国 形成强烈 的归

属感 ， 自 觉桿卫国 家尊严和 利益 ；
让 学生具有 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形成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 的 信念和行动 。 课程是实现 国家

认同教育的主渠道 ， 尤其是高 中思想政治课程必须坚

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 。

乡 土红色文化是在家乡 的 革命战争年代 ， 由 中 国

共产党 、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 的极具中 国特

色的先进文化 ，蕴含着崇髙思想和 道德情操 。 笔者教

学《文化生活 》

“

我们的 民族精神
”

时 ，结合教材综合探

究
“

铸牢 中华 民族 的精神支柱
”

这部 分内 容 ， 以
“

大力

弘扬和 培育 民族 精神 ， 实现中 华民 族伟大复兴
”

为议

题 ，让学生合作探究 中 华 民族精神 的基本 内涵 ， 明确

弘扬和 培育 民族精神 的 意义和措施 。 各探究小组立

足家 乡 资源 ，开展
“

初心寻访
”

活动 ，重温红色历史 、 感

受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 ， 有选择地寻访
“

沙家浜革

命历史纪念馆
”“

江抗东路活 动 旧址
”“

常熟市人 民抗

日 自 卫会纪念馆
”“

勿 忘国 耻碑
”“

新 四军仲 国鎏遗址
”

等 ，感悟
“

爱 国 主义不是抽 象的 ， 而是具 体的
”

道理 。

结合革命先烈事迹 ， 说明继承优 良革命传统对发展民

族精神 的意 义 ； 结合红 色经典现代京剧 《 沙家浜 》 中

“

阿庆嫂智 斗 刁德
一

”

这场戏 ，思考如何做 民族精神 的

传播者 、弘扬者和建设者 。

开 展基于 乡 土红色 文化 的议 题式探 究 ，有 利于

学生产生 乡 土情感 、 乡 土关怀与 乡土认 同 。 可 以 说 ，

让学生在红 色地域文化 中浸 润成长 ， 并注重 以浓厚

的红 色文化表达 国家观念 ， 有利于学 生在 国 家意识

和地方关怀 的二重奏中不断增强 自 我与 国家 的情感

联 系 ， 形 成捍 卫 国 家 主权 和 国 家 整 体 利益 的 主体

意识 。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

“

中华文化源远 流长 ， 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层 的精神追求 ， 代表着 中华民族独 特的

精神标识 ， 是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 、 发展壮 大的丰厚滋

养 。

”

乡 土文化是 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效开发

与利用 乡 土文化 ，在 乡 土文化与核心素养之间 建立 良

性互动和常态融合 ， 有助于不断丰富学生精神世界 ，

增强学生精神力 量 ， 为生命个体打上质朴而鲜明 的精

神底色 。 （本文编 辑 ： 闫 琳 ）

［本文 系 江 苏省 教育 科学
“

十 三 五
”

规 划 ２０ １ ６ 年

度课题
“

核心 素养视 阈 下 乡 土文化 资 源 重 构的 教育 实

践研究
”

（课题编 号 ：
Ｄ ／２０ １ ６／０２ ／２ ９ ６ ）阶段性成 果 ］

（ ２ １ ５ ５ １ ２江苏省常熟市浒浦 高级中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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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思 想 政 治 课 教 学

中 ， 可使 用议 题式 教学 法

对学生进行 教育 ， 使知识 、

能力 、 情 感态 度价 值观 与

高 中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

养 高 度 融合 。 笔者 以
“

重

庆万 州 公交 车 坠江案
”

为

议题 背景 ， 探 讨如 何用 议

题式教学培育学生学科核

心素养 。

—

、 背景介 绍

事件 发生 的 经过 、 原

因等 ，略 。

二
、 讨论过程

议题 一 ： 在 万 州 公 交

车 坠江 这一 突发事 件 的 处

理过 程 中 ， 政 府及 相 关 部

门做 了 哪些 让 老 百 姓点 赞

的 事 情 ？ 请 结 合
“

为 人 民

服务 的 政府
”

相 关 知 识进

行评析 。

用 多 媒体展示视频 资料 ，让学生 了解当地政府及

相关部 门积极 展开搜救 打捞 、 搜寻公 交车 行车记 录

仪 、
及时公布事件发生原因 以 回 应全 国人民高 度关注

等事件全过程 。 学生讨论发言 ：

学生 １
：从政府职能看 ，这一事件发生之后 ，政 府

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 积极调动各方面力 量 和资源全

力 搜救 。 这是政府在实施社会 职能 。 组织工作高效

有力 ，在短短几天 内就把公交 车打捞 上岸 ， 找到 了事

故发生的原因 ，并及时 向全社会公 布 ， 回应 了 全 国人

民的关切 ，尊重 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

学生 ２ ： 从 政府 及相关部 门对 这
一事 件 的处 理

看 ，政府 遵循
“

为 人 民服 务
”

的 宗 旨 ， 坚持
‘‘

对人民 负

责
”

的原则 ，拥有
“

求真务实
”

的 态度 。

从这一议题的讨论 中可以 看出 ， 学生对政府组织

搜救工作 的高效有力 以 及及时公 布事故原 因 的积极

态度给予 充分 肯定 ， 对政 府 高度 信任 ， 培 育 了 政 治

认同 。

议题 二
：
女乘客 刘 某攻击 公 交车 司 机 ， 是导致 这

一 事故 的 直接 原 因 。 这位 肇 事 者 的 问 题 出 在 哪里 ？

结 合《政治 生 活 》相 关知识进行评析 。

学生 ３
：女乘 客刘某 由 于错 过站点 ， 在公交 车行

驶途中强行要求下车 。 按照相关法规 ，公交车不能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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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停车上下乘客 。 肇事者刘某无视这些规定 ，强行要

求下车 ， 不遵守社会公共秩序 ，法纪意识淡薄 ，在社会

生活 中没有做到权利 和 义 务相统
一

。 由 于她缺乏法

纪意识 ，加上做 出 冲动行为 ，直接导致惨剧的 发生 。

学 生观看公交车上两人发生 冲突的视频后 ，心理

受到很大冲击 。 根据这一视频 材料 ， 大家 意识到遵守

法律法规 、遵循社会公 共秩序 的重要性 ， 体会到 违背

公共秩序和 法纪 法规 的 严重后果 。 对这个议题的 讨

论 ，有利于学生增强法治意识 。

议题 三 ： 肇 事者 刘 某是这 次事 件 的 罪 魁祸 首 ，
公

交车 司机 冉 某有没有责 任 ？ 这 次惨痛 的 事 故有什 么

教训 ？ 政府应 该采取什 么 样的 弥补措施 ？

学生 ４ ：

— 个 巴掌 拍不 响 ， 冉 某肯定也 有
一

定 的

责 任 。 因 为在 冲 突 发生时 ，他 没有控 制 好情绪 ， 没有

意识到 自 己 的工作责任重大 ， 没有把安全意识放到 最

重要位置 。 作为公交车 司机 ，冉某 的职业道德素养不

够高 。

学生 ５
： 政府应该履 行组织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职

能 ，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 提髙公 民公共道德修养 和 法

纪意识 ； 加强对公 交车 司 机职业道德 素养 的 提升 ， 提

高其处理 冲突事件 的能 力 ， 增强其安全 意识 ， 保证行

车安全 。

学生 ６ ： 政府应该履行保障人民 民 主 和维护 国家

长治久安职能 ， 加 强社会秩序 的管理 ， 建立 和完善保

护公交车 安全行使的法律法规 ， 加大对危 害公交车安

全行驶行为的打击力度 。

学生 ７ ：政 府应该加 强建设职能 ， 加 强公交 车 安

全行使的 硬件建设 。 比如 ，增强大桥两边栏杆 的防撞

能力
；
在公交车驾驶室加装 防护栏 ， 将 司机 与 乘客 隔

离开来 ，避免方 向盘被抢 夺和 司 机受到 直接攻击 ， 保

证行车安全 。

在上述讨论中 ，学生用辩证思维方法分析了公交

车 司机的 问题 ；
通过想象和 逻辑推理 ， 明 确了 政府应

该履行职能 ，加强对公 民和 司 机 的思想 道德教育 ， 提

出 了避免司机 和 乘客 之间 出 现冲 突的 改进安全保 障

措施 ，创造性地提 出 了 多 个解决 问题 的 方案 ，培养 了

思维能力 和科学精神 。

议题四
：
坐公 交 车 时 ， 遇到 有人 与 公 交车 司 机发

生冲 突 ，
该 怎 么 办 ？

学生 ８ ： 要对双方进行 劝 阻 ， 提醒乘 客要注 意行

车安全 ，不要干扰司机正常驾 驶 。

教师
：
如 果对方不听劝阻呢 ？

ｖ＼学生 ９
： 可 以 动员 车上乘 客 ， 大 家一起制 止该乘

客做 出鲁莽行 为 。 如大声告诉车上所有乘 客 ，大家快

来阻止他 ，不然汽车 出 现安 全事故 ， 我 们所有 人都 得

遭殃 。

学生 １ ０
：
如 果我 力 气 比 较大 ， 有能力 制 止他 ， 会

直接动用武力 ，将他拉 离 驾 驶室 ，不让该乘 客 干扰 驾

驶员 ，保 障驾驶员 安全驾 车 。

学生 １ １
：可以打 １ １ ０ 报替 。

由 于高 中生绝大部分时间在学校里度过 ， 参与社

会公共事务的 时间和机会不多 。 让学生扮演乘 客 ， 设

想 当时可能 出现 的几种 场景 ， 寻找合适 的应对方 式 ，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公共参与 意识 ， 也有利于提 髙学生

的应变能力 。

三 、 教学总 结

在思想政治课教学 中 ， 用议题式教学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 ，在选择材料和 设置议题 时必 须精心考世 ，

恰 当 安 排 。 可 从 以 下 方 面 考 虑 ，
以 期 达 到 更 好 的

效果 。

精选议题材 料 ， 突 出 有效信 息 ， 增 强 政 治 认 同 。

在选择有关议 题背景材料时 ， 要挖 掘材 料中 对 国 家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有积极意

义的信息 ；传递正能量 ， 避免用 负 面 的 时政材料作为

议题背 景 。 这 样 ， 才 能 增强学生 的 政治 认 同 感 。 否

则 ，会产生相反效果 。

巧 设 问题 角 度 ， 打 开 学 生 思 路 ，
培 养科 学 精神 。

设问要有梯度 ， 根据学生的认识水平 ， 层层深人 ， 引导

学生思考 。 要巧妙设置问题角 度 ，锻炼学 生辩证思维

能力 和逻辑思维能 力 。 让学 生学会用 联 系 、 全面 、发

展的观点看问题 ，通过合理 的想 象 、合乎逻辑的推理 ，

创造性地生成新观点 ， 找到解 决问 题 的 恰 当方法 ， 有

效培养科学精神 。

利 用 社会 冲 突 ， 强 化法 律 法 规 ， 增 强 法 治 意 识 。

在社会 冲突 中 ， 往往 会涉及法 律法规问 题 ， 可利用情

感与法律的 矛盾冲突设 置问题 ， 引导学生进行正确 的

言行选择 ； 利 用 违背法律与规则 的严重后果所引 起的

心理冲 击 ，探讨遵守法律法规 的重 要性 。 由 此 ， 增强

学生的 法治意识 。

创 设生 活 情境 ， 利 用 角 色 推 演 ， 模 拟公 共参 与 。

应设置特定社会生活情境 ，让学生模拟其 中 的社会人

物 ，在价值冲 突 中 进行正 确 价值判断 和 价值选择 ， 找

到解决 问题 的策略 ，从而提高协调人际关 系 的 能力 、

培养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 增强解决问题 的能力 。 由

此 ， 增强学生的公共参与 。（ 本丈 编辑 ： 张文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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