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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式教学的三个维度
口 李再员

议题式教学是对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创新 ， 是对传

统教学观的继承和发展 ， 是在新
一

轮课程教学改革呼

声下应运而生 的 。 依据 《 普通高 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

（ ２０１ ７ 年版 ） 》 （ 以下 简称
“

２ ０ １７ 年新课标
”

） ，为深化教

学改革 ，培养学科核心 素 养 ；
２ ０ １ ７ 年新课标倡导实施

“

围绕议题 ，设计活动型学科课程 的教学
”

。 那 么 ， 如

何有效开展议题式教学呢 ？ 笔 者结合教学实践与 思

考 ，从议题式教学之
“

形
”“

神
” “

真
”

三个维度进行初步

探索 。

―

、议题式教学 之
＂

形
＂
——

坚持不懈的探索

２０ １ ７ 年新课 标突 出 强调达 成学科 核心 素 养 目

标 ，让教育真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在课堂活动

中完成教学任务 和在潜移默化 中 培养学生学科核心

素养 。 议题式教学法将成为 实现学科核心素养 目 标

的重要途径和 有效手段 。 议题 式教学是 围绕议题进

行 的教学 ，学生通过议题参与 课堂活动 ，在活动 中参

与议题的 分析 、讨论 ，并归 纳得 出结论 ，借此培养学科

核心素养 。 议题选择是突 出 学生主体地位的关键 ，直

接影响活动和 教学效果 。 好的 议题 往往能更好地激

发学生学习 兴趣 ，使活动开展事半功倍 。
这要求在议

题式教学中 选好议题 。

议题式教学 贵在
“

议 点
”

探 索 。

“

议点
”

应该是讨

论点 、焦点 、兴趣 点 。 好 的议题 应当 具备一定 的思考

价值 ，能够激发学生思维兴趣 。 好的议题应 当具备
一

定的情感价值 ，能够引 发学生情感共鸣 ；好 的议题应

当具备
一定的学科价值 ， 能够让学生在活 动 中提升 自

我 。 这里 的学科价值不仅包括知识的 掌握 、理解和运

用 ，还包括学科核心素养的养成 。 这是对议题
“

点
”

的

思考 。 当然 ，议题是
一个具有争论性 的 问题 ，是一个

有待解决的问题 ，需要师生从多方面思考或者从不同

观点 、立场 出发看 待 。 从形式上看 ， 议题可 以是 问题

式 ，也可 以是辩题式 ，设问形式可 以是疑 问 ，也可以是

反问 ；从设计原则上看 ，应坚持贴近实际 、 贴近生活 、

贴近学生 。

议题式教学贵在
“

议 面
”

探 索 。 设计各种议题 ，可

以培养学生多 角度 、多视角 了解信息 、 分析信息 、 整合

信息 ，从不同材料 中汲取营养 ， 增强 自 我学 习 和 合作

学习的 能力 ， 培养参与能力和科学精神 。 这是对议题

“

面
”

的思考 。 教 师在教学过程 中要注重议题设计引

领 ， 引 导学习 方法和 学 习 路径 。 在积 极热烈 的讨论

中 ，教师要 留 意学生 的探讨进度 、讨论 内 容及思想倾

向 ， 帮助 学生做 出 适 当 的 处理或改 正 。 在教学 过程

中 ，教师要始终做一个参与 者和 导 向者 ， 而不做旁观

者 。 如 讲授
“

树立正确 的金钱观
”

时 ， 教师针对社会一

些不 良风气和 消极思想及娱乐 化节 目 中不正确 的 价

值导 向 ，及时给予学生正确 引导 。 议题讨论是探求知

识和核实信息的活动 ，也是提问和质疑的思维碰撞活

动过程 ，难免产生
一

些不 良倾 向 。 教 师要及时予以多

角度点拨 ， 拓展 知识 面 ， 引 导学生做 出 正确 的价值判

断和价值选择 ， 提高学生学科核心 素 养 ， 帮助学生在

“

面
”

上获得提升 。

二 、议题式教学之
“

神
”
——与时俱进的追 求

议题式教学设计 ，我们应思 考三个 问题 ： 我们想

做什么 、我们做 了什么 、我们做得怎 样 。 这三个问 题

贯穿议题式教学始终 ，是我们实施议题式教学必须面

对和解决的问题 。

其
一

， 我们想做什么 ？ 确立议题要 凸显学科核心

素养 ，这是议题式教学的
“

神
”

。 议题式教学 的形式可

以散 ，但
“

神
”

不能散 。 议题确定后 ，教师要组织学生

开展探究活动 ， 掌 握相关知识 ， 完成教学任务 。

一般

来说 ，课前探究活动一般包括材料搜集和社会实践体

验 。 课堂探究活动 可 以 是信息互换 、 资料整理 、 观点

形成 、交流论辩等各种过程 ，但不论什 么样 的教学活

动 ，都要体现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

其二 ，我们做 了 什么 ？ 围绕议题开展教学活 动 ，

要始终 以学生为 中心 ， 突 出 学生主体地位 ，在活动 中

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 养 。 学生活动在学 生表达 中会

出 现各种现象 ： 或思维定式 ，观点单一 ；
或流于表面现

象 ，思考肤浅 ；或观点零散 ， 系 统性不强 。 这需 要教师

注重 引 导 ，做好归纳 、总结与提升 ， 整合知识 内 容以及

确立正确 的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值观 。

其三 ， 我们做得怎样 ？ 议题强调通过案例分析 、

观点展示 ，在价值冲 突 中 深化知识理解 ， 在 比较鉴别

中提髙思想认识 ，在探究中培养核心素养 。 课堂探究

活动表现为 创设情境 、 呈现问题
——思考探讨 、 观点

交流
——

总结归 纳 、 价 值 引 领的 过程 。 在这个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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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教师是显性 的 ，扮演组织者 、 参与 者 、 引 领者 的角

色 ，在议题探究 活 动 中 ， 培养学 生政治认 同 、 科 学精

神 、法治意识和公共参 与 等学科 核心 素养 。 例 如 ， 在

探究
“

传统文化是财富还是包揪时
”

这一议题时 ，通过

传统文化情境 ，展示 中 国传统儒家思想——孝文化 ，

帮助学生在分析 、描述 、批判 和继承中 ， 认识到传 统文

化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 极 的地方 ， 最终树立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及科学精神 。

三 、 议题式教学之
“

真
”
脉相承的守望

教师根据 ２０１ ７ 年新课标 ， 精心谋划和 系 统组织

学生学习 ，对议题选择提 出 高要求 。 学生主动学习 、

主 动参与 ， 自 主探究议题 。 这样 ，贴 近学生学 习 的要

求 、 兴趣和实 际 。

议题式教学是
一种静待花开 的守望 。 议题式教

学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 困难 ，甚至在推

广 中会遇到 阻力 ，但这都不会阻碍作为新事物 的议题

式教学的成长壮大 。 我们要坚定信念 ，让议题教学之

花开遍教育的芳草园 ，让师生共 同守望议题式教学的

家园 。 议题是教学活动 的载体 ， 是一个有组织 、 有系

统 、有 目 标的教学价值取 向 。 在 教学过程 中 ， 教师要

坚持学生主体地位 ， 给予学生必 要的施展空 间 ， 让学

生在议题式教学活动 中充分讨论 、全程参与 。

２０ １ ７ 年新课标在
“

教学建议
”

栏 中 为 四个必修模

块设置 了３４ 个大议题 ， 为 教师组织课堂教学提供了

载体 。 解决这些议题是培养学科核心 素 养的 前提和

基础 ，也是思 想政治课教学需 要完成 的 既定教 学 目

标 。 教师 如果在教学过程中不加处理直接使用 ，将很

难开展真正意义上 的议题式教学 ，最终导致学科核心

素养培育成为空谈 。 因此 ，对议题进行细化并设置适

当的 子议题 ，是议题式教学取得成功 的前提 。

议题式教学是
一

种众望所归 的 守望 。 以议题为

载体的教学方法种类 繁 多 ， 有适合学生个人进行 的 ，

有适合小组 团队合作进 行的 ， 有师生互动 的 ， 也有课

堂探究的 ，还有校外
“

社会实践性
”

的 。 教师应根据课

程 内容 ， 制订合适议题 ，依据学生能力及学习环境 ，选

择适合的教学方法 ， 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 培育 。

例如 ，在教学
“

我 国政府 是人 民 的政府
”

时 ， 可组织学

生参观本地行政服务 中心 （或政府机关 ） ，感受政府是

人民的政府 。 通过访谈 、 调查 、 观看影视剧等开展实

地调査研究 ，促进学生交流意见和 反思 ，增强师生之

间 、 生生之间 的互动 ，培养学生 沟通能力 、社会交往能

力和 政治参与能力 ，最终让学科核心素养落地生根 。

（ 本 丈编 輯 ： 节 瑤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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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
“

快吖 活动的

思想政治教育意蕴

□ 郭家乐 江 舟

“

快闪
”

活 动 ，指通过网络等传播媒介将绝大多数

不 曾相识的人聚集在同 一个地方 ， 以 同唱 一首歌 、 合

跳一段舞等形式共同 参与
一

项活动 的短暂 的行为艺

术 。 最初 ，

“

快 闪
”

主 要是 为 了 搞笑 或膜拜纪 念 。 如

今 ， 我 国 的
一

些
“

快闪
”

编创者立足意识形态传播的总

体性关切 ， 以铸牢理想信念 、铸 塑价值共识 、铸就精神

家 园为活动 旨 归 ，创造性地将传统主流媒体与 微博 、

微信 、直播 ＡＰＰ 等新媒体深度融合 ，共同绘制线上线

下同心 圆 ， 编创 出
一

系 列具有 中 国底蕴 、 中 国价值 、 中

国气派的
“

快闪
”

活动 。

２０ １ ９ 年央 视网络春晚播放 了 由 新 中 国 第
一

代钢

琴家巫漪丽 、知 名钢琴 家 郎 朗 、 著名歌 手周笔 畅联合

几十位钢琴演奏者在港珠澳大桥旁用
“

快闪
”

方式共

同唱 响 《 我爱你 中 国 》 的 震撼 场景 。 ２ ０１ ９ 年 春节期

间 ，央视 《新闻联播 》栏 目连续推 出 ８ 期
“

快 闪 ： 新春 唱

响 《 我和我的祖国 》
”

系列 活动 。 无论是
“

快闪
”

活 动 的

参与者还是屏幕前的受众 ，都被这一系 列
“

快闪
”

活动

震撼和 打动 ，从惊喜到 感动 ，从共情到 同 唱 ，发生心潮

澎湃 的爱 国动力 。 新春
“

快闪 活动
”

所迸发 的传播力 、

引导力 、影响力 ，坚定全体人 民的 理想信念 ， 彰显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 ， 为新时期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提供

路径参考 。 笔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视域 ，分析

新春
“

快闪
”

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 。

一

、 多维度整合
，
融通 思想政治教育 目标

促进教育对象坚定
“

四 个 自 信
”

、 强化政 治认 同 、

提高思辨能力 、 形成正确 的 价值取 向 和 道德定力 ， 培

育理性公民是中 国特色主义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 的

重要 目 标 。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 为 ，

一切行为本身

就是思与诗的 统
一

， 生存的 本性既是艺术也是诗 歌 。

马克思总体性视域强调 ，立德塑魂要在整合多维度德

育 内 涵 的基础上 ， 将思想政 治教育 目 标融会贯通 ，进

而达到存在澄明 之境 。 基于 此 ， 教育对象形成
“

诗意

中包含理性 ，理性 中渗透诗意
”

的 人格是思想政治教

育的应然追求和实然 归宿 。 综 观
一系 列新春

“

快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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