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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指出，高中思想政治以立德树 人

为根本任务，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目的，是帮助学生确立正确政治方向、提

高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增强社会理解和参与能力的综合性、活动型学科课程。这一性

质定位，根本在于通过活动型学科课程的建构与实施实现高中思想政治课特有的学科育人

价值。新课标理念落 地 关 键 在 于 课 堂 转 变。议 题 式 教 学 是 应 对 传 统 教 学 问 题 的 一 项 创 新，

其中时事议题式教学方式是实施活动型学科课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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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教学是中学思想政治教学的重要内容，历年的高考都有时政材料作为主观题的背景材料。
教师围绕“时事议题式主观题”开展教学，围绕议题，强化辨析，是顺应高考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落实

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有效举措。时事议题式主观题教学以学习者为出发点，以恰当的时事议题为引领，
以有效的活动为载体，以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为要旨，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助中创设情境、设计问

题、开展序列活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可以有效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培育。

一、围绕主题议事析理，提升辩证思维能力

辩证思维是对思维的思维，是科学精神中的核心思维能力，提升辩证思维能力能让人更好地思考。

英国著名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认为，科学要求个体养成根据事实材料得出结论，再从进一步的观察和

体验中去检验它们的心理习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选择可思考、可探究、可评价、可反思的时事议

题，在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基础上，围绕议题开展有效活动，克服学生非理性的直观判断，培养学生辩证

思维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凸显思想政治学科课程的育人价值。
加强对学生辩证思维的培育，关键要引导学生对自己的思维进行反思，正视自己思维中的非理性因

素，在坚持知识科学性的基础上，主动探究试题情境和设问。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通过议题分析展示

观点，在价值冲突中深化理解，在比较、鉴别中提高认识，在探究活动中拓展视野，引领学生认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议题的选择要能有效地支持、服务于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有助于呈现并运用

相关学科的核心概念和方法；能充当组织教学内容、贯穿逻辑线索的必要环节；其内在意涵要具有丰富

的、现实的、可扩展的解释空间。如２０１８年Ⅰ卷主观题３８题第一段材料中阐述了马拉松热；２０１７年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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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主观题３９题材料是针对个别蓄意宣扬“港独”的候任议员的闹剧展开分析；２０１６年Ⅰ卷主观题３９题材

料分析对否认英雄的错误言论加以批驳，探究如何守护英雄、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材料没有回避一些问

题，如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港独”、社会道德滑坡等问题，即命题在引领价值观的同时，并不限制考生

的想象力，为辩证思维、理性思维的发挥预留了很大空间。要求考生直面发展中的问题，正视前进中的

矛盾，看到潜在的危机，以高度的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理性分析，正视问题。从如何分析问题产生的原

因，如何解决问题等方面来着手，更能立体地呈现考生透过现象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能力。从考生的

理性判断和价值选择的答案中，观照出他们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程度，在解题过程中凸显对学生理性

品格、辩证思维能力的考查。

二、注重整体化生成，加强逻辑思维能力训练

逻辑思维能力即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的能力，采用科学

的逻辑方法，准确而有条理 地 表 达 自 己 思 维 过 程 的 能 力。高 中 思 想 政 治 课 程 具 有 学 科 内 容 的 综 合 性 特

征。因此不能将知识机械分割为一个个彼此孤立的知识点，将教学过程沦为零散知识的堆积过程，导致

知识的碎片化。教师必须转变思维方式，坚持知识的整体化生成，培养学生整体上调动、迁移和运用知

识的逻辑思维能力。
分析和综合是高考政治主观题要求考生处理材料的常见思维能力，统计近四年的主观题可见：

试卷 材料 逻辑要求

２０１５年Ⅰ卷 ３９题分析纪录片《记住乡愁》的首播 纵向综合

２０１６年Ⅰ卷 ３８题分析“一带一路”建设 纵向综合

２０１７年Ⅰ卷 ３８题分析“我国消费品供给存在什么突出问题？”“我国生产企业应如何应对？” 横向分析

２０１８年Ⅰ卷 ３９题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 横向分析

而就高考主观题阅卷反馈来看，很多考生对事物的比较、综合能力较弱。如２０１５年全国Ⅰ卷要求

考生以纪录片《记住乡愁》的首播为背景，启发考生思考、分析、解决问题。解答时应认真审题，看清题

目的知识范围，设问属于“是什么”“为什么”还是“怎么样”等有效信息。“是什么”的重点落在辨别事物的

性质上，“为什么”“怎么样”的问法，更多地强调把重点放在如何运用知识上，为综合性较强的题目。这

就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综 合 逻 辑 思 维 能 力，答 案 要 形 成 有 机 的 关 联，形 成 对 研 究 对 象 的 统 一 整 体 的 认

识。“有机关联”，意味着用组合方式为试题的主旨服务，也就是说“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内在逻

辑关系围绕同一个中心“记住乡愁，呈现你所认识的中国传统文化”。关键词《文化生活》中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文化的传承等知识之间的关联，是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这一主观题的

设问在知识之间建立联 系 不 难，难 在 建 立 深 刻 的 逻 辑 性 联 系，将 其 纵 向 综 合，融 为 一 个 完 整 的 思 维 整

体。有考生在审题作出的答案中用“中华传统文化”代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分析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和意义”就浅尝辄止，与本试题“需要记住乡愁、传承中

华传统文化美德”的要求相去甚远。
教学中，教师应对学生比较和综合的能力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此外，归纳、演绎等逻辑推理能力

也应该加强，以真正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避免生搬硬套教材上的相关论述，出现思维漏洞。

三、处理好“议题式”与“情境式”教学的关系

李吉林在《情境教学精要》中指出：情境教学是通过创设优化情境，激起儿童热烈的情绪，把情感活

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的一种教学模式。从情境教学立场看，时事议题式教学属于情境教学范畴。通过

新材料搭建试题新情境、提出新问题，是高考命题的一条基本原则。教师应力求凭借相关情境的创设，
围绕议题，指导、组织富有成效的活动，呈现生活中真实的情境，力求可操作、可把握。“时事议题式

主观题”创设的“情”，一要贴近学生的生活。熟悉的生活环境能够拉近生活与知识的距离，点燃学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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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激活学生思维。二是要找出议题目标与学生情感的交叉点，从学生生活与教材的交叉点中去确定议

题，把学生提出来的有价值的社会热点转换为议题。“时事议题式主观题”有极强的情境性要求，这就要

学生能在细节处体现思维的缜密，必须要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以更具思辨性地完成任务。教师在教学中可

以有针对性地训练学生将自身代入其中，换位思考，以推动议题探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纵观近三年全

国卷主观题，无不需要考生有明确的主体意识：

试卷 材料 代入主体意识

２０１６年Ⅱ卷 ３８题我国民主党派的作用 民主党派

２０１７年Ⅱ卷 ３９题政府、人大和人民的关系 政府、人大、人民

２０１８年Ⅱ卷 ３８题政府、３９题政党 政府、政党

训练学生面对“时事议题式主观题”的每一个情境的时候，要让学生换位思考，在作答政治主观题中

赋予自己一个新的身份，成为一个情理德法的思考者，一个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一个依法行政的组织者

等等。然后以此为起点，去探究面对的问题、承担的任务、解决的方法和可能的效果。探究能力是创新

意识的集中表现。在考试过程中，探究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态度，是对未知知识研究的欲望，既反映出考

生的综合学习能力，又让学生在适合自己的领域中收获赞许，提升能力，增强自信。

四、引导学生储备和运用时事素材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与时事政治教育相互补充。将年度国内外重大时事以及党和政府在现阶段的基本

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作为情境材料呈现在试题中，是思想政治学科高考命题的一种重要形式。社会关注

度高的热点话题，也是学生极感兴趣、乐于交流的时事话题。但话题不等于议题，话题转化为议题需要

提出真实问题，雕琢具体情境，学生才能开展探究活动。
基于此，时事议题的选择要兼顾社会关切与学科内容。时事议题既要包含学科具体内容，又要聚焦

社会热点热词，既要有开放性与引领性，又要能体现教学重点、难点和疑点。引入时政议题、社会热点分

析探讨，在这个过程中，将真实的社会展现给学生，让学生自我展示，拓宽学生的视野，唤醒学生的情感，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时事议题主观题”素材储备应当对国际国内的新闻进行筛选编辑。要注重综合性材料的阅读，如时

评、社评、综合素材等。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央视新闻》《焦点访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

了解时事，然后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类型将国内国际新闻、重大社会热点等素材进行

分类，对专题性、系列性的新闻热点持续关注，收集整合，阅读交流。同时，要养成多看、多观察、多

思考、多积累的习惯；关注身边生活、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如“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等。要 注 意 引 导 学 生 将 自 身 的 发 展 与 国 家 的 命 运、时 代 的 需 求 相 结 合，
不断积累自身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感悟，在高考主观题中体现自己富有正能量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与学

科素养。
“时事议题式主观题”教学是对传统型教学的继承和发展，与新课标“以具体的情境为载体，以时事

议题为主要内容”的要求相符合，与“调动 和 运 用 自 主 学 习 过 程 中 获 得 的 重 大 时 事 和 相 关 信 息 来 回 答 问

题”的考核目标与要求相契合，体现着高考改革的发展趋势。开展“时事议题式主观题”教学能促进开放

民主教学理念在思想政治课中的渗透，增加学习者在思想政治课堂中的内在获得感，锻炼学生的思维水

平，培育学科核心素养，使他们成为有信仰、有思想、有尊严、有担当的新一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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