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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高 中思想政治课程标 准修订同 、理性精神 、 法 治意识得到有效增 强 。

突 出 强调核 心素养培养 目 标 ， 为 我们 的据此 ，笔者认 为 ， 思想政治课议题式

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指明 了 方向 。 思 想 政教学 ， 强调以议题 为实 践载体 ，
以政治学

治学科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 途径 和 方法科知识为理论依托 ， 以 学生 的 自 主学习 、

有很多 ， 以 议题 为载体 进行 活 动 型课 程龙ｇ调查研究 、展示交 流为主要 内 容 ， 以教师

教学就是其 中之
一

。 笔者 以 ２ ０ １ ６ 年 １ ０的 引导与指导为有效保障 ，从而促进学生

月 在江苏省高 中政治骨干教师培训 中执在体验生活 中掌握学科理论知识 ，在交流

教 的一节 高三复 习研 讨课为例 ， 谈一谈互动 中坚定正确 价值取向 ，在教师 引领中

如何通过议题式教学来 提升 高 中 学生 的提升 自 身核心素养 。

核心素养 ，请大家批评指正 。

〇＆
二、议题式教学 的 四 个步骤

―

、 议题式教学 的基本 内 涵＝ ＾ｉｆｆｉｉ ． 议题选择

何为议题 式教学 ？ 目 前 尚 无 明确 的： ， ａ．议题式教学 的前提 是选 择合适的 议

内涵界定 。 笔者 在学 习 《关 于活 动 型思气题 。 合适的议题从 哪里来 ？ 可 以 从书本

想政治课程的 思考 》 《基 于核 心 素养 的思亮＾Ｑ３Ｔ中 来 ， 比如 《 政治生活 》每一单元后面都安

想政治 活 动 型 学科 课程 》 等文章 的 基础＾
ｉｆｆＷ排 了综合探究 ，该部分内容的综合性和价

上 ，思考 、设计了一个议题式教学案例 ：＃值引领性值得以议题的方式再开发 ；
可 以

【教 学议题 】垃圾是城 市发展的 附 属从学生中来 ，让学 生以 社会热点为依托 ，

物 ，城 市和人的 运转 ， 每年 产 生上 亿吨垃为 在与 同伴 的交流讨论 中 ，在教师的指导帮

圾 。 中 国 超过 三 分 之一 的 城 市 ，
正 深 陷＃ 丨

＿１助下 ，把有价值的社会热点话题转化成能

垃圾 围 城的 困 局 。 高 速发展 中 的 中 国 城够开展探究 活动 的 议题 ； 可 以 从教 师 中

市 ，
正 在 遭 遇垃圾 围 城 之 痛 。 为 了 缓 解来 ， 与学生相 比 ， 教师有着更深厚的 理论

垃圾 围 城 现 象 ， 市政 府拟在 该 市 的 某 个积淀与更丰富的 生活 阅历 ， 可以结合学生

区域 建一座 垃 圾 焚烧 厂 。 该 区 域 的 居 民 ．将要学 习的理论知识 ，结合社会热点与学

闻 知 此 消 息后 ， 因 担 心 垃圾 焚 烧厂 带 来生生活实际 ，直接筛选 、指定议题 。

的 污 染 ，纷纷采取各种 方 式 表 示抗议
， 甚在本案例 中 ，

“

垃圾 围城
”

的议题就是

至 出现 了
一 些激进 、非 理性的做 法 。从学生 中来 。 笔者先组织学生整理 、讨论

【教 学过程】 围 绕
“

垃圾 围城
”

议题 ， 笔 者精心 设计最近
一

些 比较热 门 的生活话 题 ， 然后结合教学 内 容 ，

了 四 个有梯度 的 问 题 ： 面 对垃圾 围 城 ，
政府为何 责 无从学生讨论产生 的诸多话题 （如 ： 高空抛撒垃圾 、大型

旁贷 ？ 解决 垃圾 围 城 ，
政府有何创 新 作 为 ？ 附 近居民犬伤人现象及危害研究 、 环卫工人生存现状及改善措

对垃 圾处理项 目 的 质 疑 主要有哪 些 ？ 在 垃圾 处 理过施等 ） 中筛选 、提炼出
“

垃圾 围城
”

这
一

话题 。

程 中 ， 如何缓解公民 与 政府 的 矛 盾 ？ 同 时将班级 学 生２ ． 信息搜集

分成 四个 小 组 ， 其 中 两 组学生进行与 议题相 关 的 理论教学议题确定之后 ， 教师就要组织学生进行信息

知识 的 自 学或合作 学 习
；
另 外 两 组 学 生进行 实 地调查搜集工作 。 搜集 的信息主要包括两方 面 ：

一方面是通

研究 ，

一组走访本 地环 保部 门 ，

一组走访本地知 名 垃过 自 主学 习 获得 的 与议题 相关 的理论 知 识 ，
另 一方

圾处理企业 。 在 这 些前期 工作 的 基础上 ， 用 一 节课的面是通过调査研究获得的与议题相关的实践信息 。

时 间 让四 组学 生分别 进行汇报展 示 、 交流 问 答以 及嘉在本案例 中 ， 与议题相 关的 理论知识主要是 《政

宾互 动等 ，教 师 在 此过 程 中 主要做好组织 协调 、 指 导治生活 》 中关于公 民 、政府 的相关知 识 ，具体包括公民

引 导 工作 。的政治权利和义务 、公 民参与 政治生活 的原则 ， 我国

【教 学效 果 】与 传统教学模式 相 比 ，
以 议题为 载体政府的性质 、宗 旨 、原则 、职能等 。 这部分 内 容的教学

进行教学 ，
一 方 面 ， 学 生 对理论知识 的 学 习 更 加 自 主主要是在教师 的指导下 ，通过学生 自 主学习 与小组合

化 、 系 统化 ， 掌握得更 为 深 刻 ；
另 一 方 面 ， 学 生 的 社会作学习完成 。

为 了 帮 助学生 获取 与议 题相关 的第一

实践 能力 得 到 有效锻炼 ， 学 以 致 用 的 能 力 得 到增 强 。手
“

实践信息
”

，笔者还鼓励 、协 助两组学生走 出校 门 ，

更重要的 是 ， 在理论知识 与 现 实 生 活 、 学科逻辑 与 生到本地的环保部 门 以 及一家垃圾 焚烧 厂进行 实地走

活逻辑相 结 合 的 过程 中 ， 学 生 对 于我 国政 府 的性质 、访 ，得到 了很多有价值 的信息 。 在 此过程 中 ， 学生对

宗 旨 、 职 能等 有 了 更 直观 、 更深入的 了 解 ， 对政府 的 工于垃圾污染以及垃圾治理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对政府

＼＼作更加理解 与 支持 ，公 共参 与 能 力 得 到提升 ，
政 治认部 门 的工作也有 了更多 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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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７年第 ７期 細３寺遍，



Ｉ

新 区 新路 乂
篆次治 鉍学参考

｜Ｊ
—ｗ

］
＾０

－

 ｜Ｅ－ｍａ ｉ ｌ ：ｚｈ ｏ ｎｇ ｚｈ ｅ ｎｇ ｃａｎ ８ １ ９ ７＠ １ ６ ３ ． ｃｏｍ

３ ． 问题探究应 ，符合思想政治学科特色
——使议题有

“

议
”

的思维价

问题探究环节是议题式教学的核心环节 ，是连接值 ；议题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 ，有利于学生形

“

信息搜集
”

与
“

内 化反思
”

的重要桥梁 。 学生前期 的成正确的价值导 向——使议题有
“

议
”

的 引领意义 。

调查研究及 自 主学 习有没有实效 ，要通过这
一

环节来２ ． 开展 多 元的信息搜集 ， 注意教学 的 实 践性

检验 ；学生的思维水平 、综合能力 ， 要靠这
一

环节来强
“

纸上得来终 觉浅 ， 绝知此事要躬行 。

”

知 识 的学

化 ；学生 的核心素 养能不能真正得到提升 ， 要靠这一习并不难 ，难的是从 内 心深处认 同知识 ，这种认 同离

环节来 引导 。 在此环节 ， 学生 以 小组为单位 ， 围绕本不开学生 的亲身实践和体验 ＾ 只有 间 接经验真正转

组研究的 问题 ，结合本组 的理论学 习 或调査研 究 ， 由化为学生 的直接经验 ， 它才具有教育价值 ，才能促进

小组代表在全班进行展示 。
展示完毕后 ，教师和其他人的发展 。 因此 ，在议题式教学 中 ，教师要组织 、 引 领

小组的学生可 以提问或提出 建议 ，本组成员 需对问题学生走 出 课堂 、走出学校 、走向社会 ，进行多种多样的

或建议做出 回应 。社会实践活 动 ， 获取多元化 的信 息 ， 让学生在认识社

在本案例 中 ， 四组学生依次围绕
“

面对垃圾 围城 ，会 、适应社会 、融入社会 的实践活动 中 ，感受 、 运用经

政府为何责无旁贷
” “

解决垃圾围城 ，政府有何创新作济 、政治 、 文 化各个领域的知识 ，感悟其意义和 价值 。

为
，， “

附近 居民 对垃圾处理项 目 的 质疑主要有 哪些
”

３ ． 营 造民主的 探 究 氛 围 ， 注重 思维 的 开放性

“

在垃圾处理过程 中 ，如何缓解公 民与政府的 矛盾
”

四建构主义强调
“

知识是个体依据 自 己 的 经验来创

个问题进行了 阐述及展示 。 在师生互动 、 生生互动 的造意义的结果
”

， 因此在问题探究环节 ，教师要围绕议

过程 中 ，笔者准确 抓住契机与 节点 ， 在学生已 掌握学题 ，创设轻松的学 习环境 ，营造和谐 的学习 氛围 ， 为学

科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专业 、 到位 的讲解 ，

一方面进行生提供主动探 究 、
积 极学 习 的 情境 。 在 这样 的 情境

知识 的补齐 、纠偏 、归纳 与深化 ， 另 一方面对学生的 价中 ，学生会进
一步开放思维 ，尝试运用 已 有知识解决

值取向进行引导与 强化 。问题 ； 当发现原有知识 经验不足 以 解决问题时 ， 就会

４ ． 内 化反思激发 自 己 去与 周 围 的 教师 、 同 学和文本进 行互 动 ， 基

内化反思环节是前三个环节的 总结 和提升 。 学于原有知识主动建构抑或创造新 的知 识 。 在此过程

生 的核心素养有没有在原有基础上得到 内化与升华 ，中 ，教师不仅仅是知识 的传授者 ， 更是学生学 习 的协

在这
一

环节得以体现 。助者 、引 导者 ，是学生学习资源 的提供者 。

在 本案例 中 ， 笔者在课 堂最后 十分钟
“

留 白
”

， 让４ ． 进行 明 确 的 价值 引 领 ， 注 重教师 的 主导性

学生 自 己 去反思 、 整 理 、 回 答这样一个问 题 ： 面对
“

邻在思想政治课议题式教学 中 ，教师应该引 领学生

避效应
”

，该如何化解政府与公众 之间 的 矛盾 ？ 这个在政治认知 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正确 的 、 坚定 的政治情

问题实际上是对前面所有 问题 的归 纳与提升 ，信息量感 、政治信念 ，进而将其 内化为 自 身的政治意志 ， 并据

大 ，综合度高 ，难度也不低 。 回 答这个问题 ， 既需要学此做 出主动 的政治选择和政治参与 。 在此过程 中 ， 教

生深人地 了 解与理解我 国政府的工作 ，从而增强对政师发挥着主导与关键作用 。 教 师的 引 领要正确 ， 要坚

府工作的政治认 同 ； 又需要学生不断反思 自 我 ， 反思持正确 的价值导 向 ，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在

‘ ‘

公民角色
”

，从而增强 自 身 的理性精神与法治意识 ；
这个方向 性问题上不能偏更不能错 ；

教师 的引 领要坚

更需要学生在以后 的政治参与 中不断地去实践 、检验定 ，要用 自 身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富有魅力 的教学语言

和发展 ，从而提升公共参与 能力 。去感染学生 、 引领 学生 ， 不能似是 而非 、 言不 由 衷 ； 教

在对这个问题 的反思与 整理 中 ，学生既对本节课师的 引 领要有理有据 、 合情合理 ，避免 陷入空洞 说教

的理论知识有 了 比较系 统 、 到 位的 把握 ，又利用所学的误 区 。（ 本文编 辑 ： 高 ＃ 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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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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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有
“

议
”

的理论依据 ；议题要与学生的 思维水平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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