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爹 淡 教学参考
Ｅ
－

ｍａ ｉ ｌ ：ｚｈ ｏ ｎｇ ｚｈ ｅ ｎｇ ｃａ ｎ ８ １ ９７ ＠ １ ６ ３ ． ｃｏｍ １ 教海导航 ｜

编 者按 ：
议题式教学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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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提倡 的 活

动型 学科课程 的
一 种重要教学 方 式 。 议题是议题式教 学 最具特 色 的 组 成要素 ，也是课 堂 架 构 的 起 点 和 向 导 。

《现代汉语 词 典 》对
“

议题
”

的 解释为
“

会 议讨论的题 目
”

； 在 国 外的 ＳＳ Ｉ 教 学 中 ，议题是指 与 科学 或科技相 关 的 具

有争议性的 社会议题 ， 即
“

社会性科学议题
”

， 它 们 开放 、 两 难 、 结 构不 佳 ， 通常没有 固 定 的 唯一 答案 。 在 ２０ １ ７ 年

新课标 中 ，议题具有 广 义 的性质 ，可把 它 界定 为 待议之题 。
以 议题 引 导和 贯 穿教 学过程 ， 在

“

议
”

中培 育 学 生 学

科核心 索养 的教学 方 式就是议题式教 学 ，其 最显 著 的 特征是
“

议 中 学
”

。
沈雪春老 师从议题 的 完整性 和议题 式

教学对 学 生 素养发展 的 功 能 角 度 ，提 出 议题 式教 学 的 两 种 课堂 架 构 方 式
——

层式 架构 和 线 式 架 构 。 本 刊 特 约

请沈 雪春老 师分 两 期 对这 两 种课堂 架构 方式进行详 细 解读 ， 希望 能 为 广 大 一线 教 师深 刻 把握课标理念 、全 面 贯

彻课标要求 、
科学 实施课标 建议提供帮 助 。

＾题 式 教 學 杨 黑 式 架 拍

〇 沈 雪 春

议题式教学遵循系统论的 整体优化理论 ，从整体

出发来研究系统和组成系统各要素 的相互关系 ，从本

质上说明 知识 的结构 、功能 、行为和动态 ， 以 把握整 体

格局 ，达到最优 的 目 标 。 因 而 ， 完整 或理想的 议题不

仅包括
“

是 什么
”

， 而且包括
“

为 什么
”

和
“

怎 么样
”

。 另

外 ，议题式教学同样要面对高 考或甄别性评价的 问题

覆盖面 ，不仅要覆盖反映类的 问 题 ， 而且要覆盖原因

类和决 策类 的 问题 。 因 而议题式教 学需要从
“

是什

么
”

之议一
“

为什么
”

之议一
“

怎 么样
”

之议三个层 面上

进行架构 ，三个层面既相对独立又逐层递进 。

一

、

＂

是 什 么
”

之 议层 面 的 架 构 ： 导入 性情 境择

取
一

关键 词连 线活动
“

是什么
”

之议层 面不仅要解读概念和原理 ， 即用

情境柔化知识理解 ； 而且要解释现象 ， 即用所学 知识

解释情境 中 的主要信息 。 这一过程 ， 相 当于用
“

议
”

的

方法来解答
“

情境反映的知 识点
”

和
“

知 识点说 明的情

境
”

之类的问 题 。 对于一个完整 意义 的议题来说 ， 通

过
“

议
’ ’

来解决
“

是什么
”

的过程是教学的 第一个环节 。

“

是什么
”

之议 层 面包 括
“

导 人性 情 境择 取
”

和

“

关联性活 动开展
”

两个步骤 。 导人性情境是指 帮助

议题导 人或 切人所 择取 的情境 ， 其主要作用是 为学

生理解议题 和 教材 知识提 供柔 化 的
“

心 理 先行
”

环

境 。 正如格式塔心理 学派认为 的 那样 ， 情境 的生 动

性和 趣味性能够使 其成为 学生 理解知识 的
“

心 理先

行者
”

，让刚性 的知 识 得 以
“

柔化
”

， 让学生在具 象中

理解抽象 。 对 于髙 中 学生来 说 ， 能 够有效
“

柔 化
”

知

识 的 情境应该是契合学生心智 和 教材主题 的情境 。

首先 ， 帮 助学生理解 知 识 的情境应该 是契合学生心

智 的 ， 在师生
“

思维对接 、情感对应或心灵对话
”

的思

域 中进行情境创设 ，让学生愿意
“

入境
”

。 比 如 ，对于

３ ２
■

“

我 是谁
”

的议题 ， 以现 实生 活 中 感动家 国 的 同 龄人

的典型 事例作 为情境远 比采用历史上的哲学家的 事

例更具亲 和力 。 其 次 ， 帮助学生 理解知 识 的情 境应

紧扣 教材 主 题 ， 让学 生 能 够
“

出 境
”

， 即从 情境
“

走

向
”

知识原理 。 用于 帮助学 生理解 知识 的情 境应该

具有明 确 的指 向
——教材知识点 。 这类情境多数是

教师 精心预设 的结 果 ，其 与 教材知 识关联 的 紧 密 度

和巧妙性是判 断情境优劣的 标准 。 关联的 紧密度直

接影 响 学生学习 理解知 识 的效率 ； 关联的 巧妙性往

往能够展现教师引 领学生学习理解知 识的 艺术 。 比

如 ， 在
一

节
“

创 新是 民族进步 的灵魂
”

研讨课上 ，

一

位

青年执教者 围绕
“

如何解决最后 一公里
”

议题 ， 创 设

了 共享单车在生产领域 、 社会领域和 思维领域所 引

起的 连锁反应的 情境 ， 引 领学生在情境 中寻找教材

所述 的创新的作用 ， 既深人浅 出又巧妙对接 。

关联性活动 的开展 是议题式教学 由 情境走 向 教

材 ， 再由教材走 向 情境的 知 识理 解过程 ， 是将情境 的

信息点 和教材 的知识点关联起来的一种教学行为 ，是

—个 由具体到一般 、 由感性认识到 理性认识的认知发

展过程 。 情知关联活 动往往是议题式教学的第一个

环节 。 根据循序渐进 的认知规律 ，它一般不要求学 习

者进行深度学 习 ，讲究深人浅 出 ， 以 直观的 方式 寻找

情境信息点所反映 的 原理 或说明 的 问题 。 关键词连

线是情知关联活动 中 一种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关联方

法 。 以
“

人工智 能
”

专题复习课为 例 ， 在教学 中 可以 通

过图 １ 所示的
“

体操棒
”

式关键词连接方法 ， 呈现和记

录关联的过程和结果 。 关键词连线方法操作简 易 ，表

达清晰 ， 既能表示一对一的 对应关系 ， 也能表示一对

多或多对一的对应关 系 ，是教学 中可 以 常用 的
一

种情

知关联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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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人工智能成 为全球愛至⑤造技术的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被不断地应 用到 图像识 别 、 语音识

别 、 自动 驾驶 、 故障诊断与预测性维护、 质量监控棊■

领域 ， 涵盖 了

、


ｚ

还涉及高 端装 机器人 、 新能源战略 结
“

中 国制造 ２０２ ５

”

国 家战略将智能制造作 为战略主攻 生调色ｙ

方向之一
。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 来 ，＜

＂

中国 制

重大机遇 ， 其应用将彻底改 变我们的制造 业 。

图 １
‘
‘

体操棒
”

式 情知 关联

二
、

“

为 什 么
”

之 议 层 面 的 架构 ： 探 因 性情 境创

设
＿

商议争论活动

探因 性情境是指为探求原因 而 择取 的情景 或场

境 。 在议题式教学 中 ，探因性情境主要包括助 商议性

情境和助争论性情境 。

助商议性情境主要 为
一

些 冲突 性较 弱 的议题描

述背 景 ，针对不 同 的教学对象 引入结构 良 好的情境或

结构 不 良 的情境 ，其直接作用 是为知识 的应用 提供场

域 ， 内 含的意 旨 是 为学科核心 素 养的 生长提供路径 。

比如 ，
一位执教者在教学

“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
”
一框

时 ，设置 了如下问题情境 ：

“

随 着王 阳 、孟 晓骏加盟成

冬青 托福培 训班 ， 招生 十分火爆 ， 培训班也改名 为新

梦想培训学校 。 但员 工积极性反而没有创业之初 高

涨 。 原因在哪里 呢 ？ 

”

这
一

情 境是典型 的探 因 性 问题

情境 ，具有
一

定 的 开放性和 劣 构性 ， 它的 主要 功 能是

贴近学生
“

跳一跳 ， 摘得到
”

的最近发 展 区 ， 为素 养的

发 展设置一个
“

小 目 标
”

。

助 争论性情境是
一

种高层 阶的探因性情境 ，往往

具有思辨性和两难性 ，其主 要功能在 于 营造思 辨或两

难的氛 围 。 在
“

关于人工 智 能 的 辨析和 创 想
”

的议题

式教学过程 中 ，执教者可 以选 取如下 的探 因性情境 ：

近年来 ，人工智 能 的智 能化程度不断提髙 ，三次
“

围棋

人机大战
”

均 以 人类落败告终 ， 引 起人们对人工智 能

的高度关注 ，进
一

步加剧 了人们对其发展可能带来的

风险 的担忧 。 人工智 能是祸 是福 ？ 这一情境具有鲜

明的 时代性和
一定 的 良构性 ， 能够为 学生 的分析 、 质

疑和评价提供鲜活且具有终极关怀的 载体 。 问题具

有
一定的思辨性 ， 能够让学生站在人类命运前途的立

场上进行思考 、探究 和表达 。

创设或择取探 因性情境的 目 的指 向 商议争论活

动 的开展 。 商议争论是从
“

为什么
”

角 度对议题进行

探究 的教学行为 ，包括商议和争论两种活动 。 商议活

动主 要探究 冲突性较弱 的议题 ，

一般流程可以 表述为

“

组建小组
一

独立钻研一 搜集材料一小组讨论一成果

汇报
”

四 个步骤 。 弱 冲 突性议 题的探 因 活 动 范 围广

泛 ，从 当今思想政治学科测试的简答题和探究题中可

窥一斑
。 如 ，分析共享经济渐成气候的 主 要原 因 ， 分

析党 的 十九大提 出 的 乡 村振兴战 略的必要性 ，分析精

ｍ到
中扣＾勤学参ｆ

＾ ｜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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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扶贫的意义 ， 分析 中美 贸 易 战背后 的原 因 ， 等等 。

对于高 中学生而言 ，参与弱 冲突性 问题的商议有助于

在方向 明确 的前提下 培养合作 探究 意识和 问 题解决

能力 。 争论活动主要针对冲突性较强 的议题 ，

一般流

程可以表述为
“

组建小组
一 独立钻研

一

搜 集材料
一

小

组讨论
一

组 际 辩论
一

交换辩 论
”

六个 步骤 。 如 对 于
“

人工智 能的 发展给 人类带来的 风险是否 可控
”

问题

的 争论 ，学生需要置 身重要且错综 复杂 的议题情境 以

直面冲 突 ，在 了 解议题的来源 、 冲突 及选择的过程 中 ，

体会争议的产生及规范冲突 的意义 ， 使冲突成为促进

教学民 主发展 的 动力 。 互换立场让学生 同 时思考 同

一

议题 的正反两面观点 ， 培养其全 面和设身处地思考

问 题的 意识 和能力 。

不管是商议还是争论 ， 其过程 和结果可 以通过简

易 的方法加 以 呈现 。

“

鱼骨图
”

分析法是小组商讨 问

题的一种 系统 、 简约 、清晰 的描述工具 ， 既可 以用 来描

述原因 ，也可 以 用来再构决策 。 鱼骨图 也被称为石川

馨 图 或 因果 图 ，是以 鱼骨 的形状描绘 因 果关系 的
一种

问题图示化方法 。 在
“

议
”

的过程 中 ，我们可 以 采用鱼

骨 图来简约而清晰地描绘 因果 关系 ， 鱼头代 表议题 ，

鱼肋骨代表产生 问 题的 主要原 因 。 比如 ，对于
“

人工

智 能的 发展给人类带来 的风险是 否可控
”

这个议题 ，

我们可 以采用结构化争论 的办法来完成任务 ， 让学生

通过争论画 出 如图 ２ 所示的 因果关系鱼骨 图 。

正方观点 ：
人有主观能动性 法律有规范作 用 道德有？ 丨 导作用

反方观点
：认识有主体差异性市场调节有 自发性

图 ２ 探 因 性 鱼 骨 图

三 、

“

怎 么 样
＂

之 议 层 面 的 架 构 ： 决 策 性情境 设

置
＿

再构预测活动

决策性情境是指为决策之
“

议
”

提供 的情 景或场

境 。 在议题式教学中 ，决策性情境包括再构性问题情

境和创意性 问题情境 。

再构性 问题情境是对 目 前方案的 举措 、 困惑 和 问

题进行描述的情境 ，其 目 的是为学生 的再决策提供 素

材或背景 。 比如 ， 在
“

树 立正确 的 消费 观
”
一 框教学

中 ， 面对
“

如何避免做
‘

负 翁
”’

的议题 ， 教师可 引入现

在大学生的 电子产品 配备情况和
“

花 呗
”

贷款 消 费情

况 ，为学生反思再构提 供具 有亲和性 和开放 性 的 情

境 ，也可为学生 的生涯规划提供指导 。 创 意性 问题情

境是对现在 尚 未 出 现的举措进行的
一 种创想 或预测

性描述 ，其 目 的是为 学生 的 创造性 思维提供 落脚点 。

比如 ，在
“

新时代的 劳 动者
”
一框教 学 中 ，

一位 青年教

师设计了 一部《 战狼 ｆｆｌ ？ ，设置 了
“

冷峰退役会干什么
”

的问题 ，便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创 意性议题情境 ， 其

开放性更胜于 再构性 问 题情 境 。 从 课堂 观 察看 ， 受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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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４滩 敎学参考
教学 究 丨

Ｅ－ ｍａｉ ｌ

：ｚ ｈｏ ｎ ｇｚｈ ｅｎ ｇｃ ａｎ８ １ ９７＠ 
１ ６ ３ ． ｃｏｍ ｜孑 于 九｜

《 战狼 ｎ 》 的影响 ，学生对《 战狼 ｎｉ
》 中冷 峰的去 向 具有

较高 的关注度 ，答案 也十分丰富 。

再构预测是从
“

怎 么 样
”

角 度对议题进行探究 的

教学行为 ，包括反思再构和预测决定两种类型 。 反思

再构是指对议题现有方案的 困惑或不足进行反思 ， 在

反思基础上对方 案进 行再 次建构的 教学行为 。 在反

思再构过程中 ， 师生 以 形成假 设为焦点 ，针对探究 问

题发展 出
一个或数个假设 ， 找 出 问 题的 解决方法 ， 并

不断总结评估 阶段性 成果 。 而 预测行 为是对议题 可

能 出 现的现象或方案进行的
一种预先推测 或测定 ， 具

有发散性 和创新性 ， 有利 于培养学生 的想象能 力和 创

新意识。 在 预测决定过程 中 ，师生以建立共同 的价值

选择为意 旨 ， 针 对某议题 预测 实施 后可能 导致 的 结

果 ， 寻找可能的 解决方案 ，评估各种 方案并最 终由 师

生共同产生价值导 向 。 比如 ，在
“

市场配置 资 源
’ ’

教学

过程中 ，我们可 以 围绕房地产市场设计议题 ，

“

房 地产

市场路在何方
”

是一个反思再构的议题 ， 而
“

共享房产

的样子是怎样 的
”

则 是
一

个预测决定性的议题 。

鱼骨图同样是呈 现决策 性之
“

议
”

结果 的一 种清

晰简 易 的呈现方式 。 以
“

如何 面对人工智 能
”

议题为

例 ，我们可以对该议题设置
“

某企业 如 果准备 投资人

工智 能项 目 ，在 确 定投 资前应做 哪些必要 的 调 研 工

作
”

的 预测决定性问 题 ， 并以鱼骨 图 的方式呈 现如 图

３ 所示的 结果 。 通过该鱼骨图 ，能够简 约地描述调研

包含的 四个主要方面 ： 市场前景 、 产业现状 、政府政策

和生产条件 。

市场前景 产业现状
＼卜

政府政策

／^

生产条件

图 ３决 策性 鱼 骨 图

需要强调 的是 ，在议题式教学的 课堂架构和运行

过程 中 ，教师 的评估非常重 要 ， 是议题式教学可持续

发展的 重要支撑 。 皮尤和加西亚指 出 ：

“

以未决问 题 、

有用 的 推理及听说读写能力 为基础 的评价 ，将 提髙髙

层次思考和问题解决能力 ， 即在社会工作场所中学 习

新事物的 能力 。

”

议题式教学 的 深层 目 标并不在于 解

决议题本身 ，而在于通过议题 的讨论来培养学生分析

问题 、 解决问题 的 素养 和 能 力 。 因 此 ， 议题式教学 的

课堂评估应该定位在学习取 向 的评价之上 ，其 目 的是

认证和学习 。

“

认证
”

是学 习评 价机构对学生学 习结

果的一种量化评定 ， 主要关注测量 学生的 学习 成就 ；

“

学 习
”

则是学习者 自 身通过
“

议
”

而 获得的 知识 、 技能

和 素养 ， 主要关注提升学生 的学 习能力 。 两者的 重叠

便是议题式教学各种架构 的评价所追求 的境界 。

（ 本文 编 辑 ： 高 ＃ 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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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标隹的

教学问题设计
〇 王静 慧

前不久 ，在浙 江省嘉兴市思想政 治学科 新课程

培训 活 动 中 ，来 自 海宁 的一位青 年教 师执教 了一堂

研讨课
“

价值 的 创 造 与 实现——择 一事 终 一生
： 回

归 匠 人匠心 实现人 生价值
”

。 该教师 以 故 宫文 物

修复师为话题 ， 引 导 学生反 思人 生价值 。 执教者 对

教材进行了个性化解 读 ， 设置 了 三大教学环节 、 四 次

学生探究活动 。 几个核心问 题层层推进 ，对接教材三

目 内容 ，最后
一个环节引导学生学会用哲学智 葸指导

自 身生活 。

教 学环 节 一 ：
走进 匠人 ， 感 受传承之 美

问 题 １

“

从 个 人 角 度分析 ， 为 什 么 单 嘉玖 能成 为

如此优 秀 的 书 画 修 复 师
”

， 引 导 学 生 思 考 实 现人生价

值的 主观条件在紙砺 自 我 中走 向 成功
。

问 题 ２ 

“

从社会 角 度分析 ， 为 什 么 单 嘉玖 能成 为

如此优 秀 的 书 画 修 复 师
”

， 引 导 学 生 思 考 实 现人生价

值的社会条件——在个人和社会的 统 一 中 实现价值 。

教学环 节二 ：
品味 匠 心 ， 回 归 立业 之本

问 题 ３
“

作 为 中 央 美 术 学 院毕 业 生 ， 面 对外界诱

惑和 文物修 复的 需 要 ，假如你 是 屈峰 ，将如何 选择 ，请

说 明 理 由
”

， 促进 学 生 思 考 人 生价值 的 创 造
——在 劳

动 和奉献 中 创造价值 。

教 学环 节 三 ： 坚 守 匠 心 ，
以 匠 心致初心

问题 ４

“

结 合 自 身 规划 与
‘

实 现人 生价值的 条 件 、

途 径
’

， 说说如 何 在 以 后 的 岗 位 上 创 造 更 多 的 价

值
”——促进学 生 自 主反思 ， 实现人生 价值 。

教师 的设计遵循 了学生的生活逻辑 ， 从个人主 观

条件人手 ， 阐述社会 提供的 客观条件 ，最终落在投身

于为人 民服务 的社会实践 。 学生积极参 与课堂 ，结合

教师设计的情境材料 阐述成为 优秀 书 画 修 复师的 主

观条件 ，但不全面 ；
对第二个 问题 的理解存在 一定 困

难 ；对第三个 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 形成课堂小高 潮 ， 学

生依据 自 己 的理解 阐述 了各 自 的 选择及其 合理性 。

教 师最后 总结提炼观点 ，认 为
“

这样 的选择没 有对错

之分 ，关键不在于能否为社 会做贡献 ， 而在于贡献 的

大小
”

。 这堂课的问 题设计激发 了笔者深人探究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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