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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对高中思想政治课课程目标做出了规划，指出高中阶段重在提升政治
素养，引导学生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认同。而香港问题暴露出的“香港通识教材
存漏洞”更是让人们愈发深刻地认识到政治教育缺失的严重后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绝不是简单的理论说教，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举措。
高中思想政治课作为高中阶段承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需要我们有效发挥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本着更好地体
现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标准关于开展议题式活动型学科课程教学的要求，全面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笔者认为在应从课程导向、学科内容、制
度渗透和情境体验等方面“精准”开展学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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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准课程导向，增强政治认同 
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需要有明确的课程导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努力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中思想政治课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是帮助学
生确立思想政治方向、增强社会理解和参与能力、提高法律与道德修养
的公民教育课程。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 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高
中生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在思想认识上难免比较模糊，甚至会
受各种社会思潮特别是错误言论的影响。在教学工作中曾经遇到一位同
学混淆“港澳的发展”与“列强的殖民统治”之间的关系，误认为是由
于英国的所谓“民主政治”才有了香港的繁荣发展，而没认清祖国大陆
对于香港发展的重要作用，甚至因为自己的惊奇发现而沾沾自喜时，我
马上对该同学的错误思想进行明确的纠正，并在课堂教学中对让学生认
识到这种错误思想的危害，明白祖国的繁荣与稳定是对个人与社会发展
的 强大支撑，引导树立正确的价值认同。高中思想政治课堂需要针对
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特点，关注学生思想认识变化发展的苗头，通过课堂
教学这个主阵地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好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当然，作为学科本
身，高中思想政治要通过课堂教学，系统地向学生进行正确价值导向地
传输，帮助学生 “精准”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 精准学科内容，树立科学精神 
高中思想政治有效开展议题式活动型学科课程教学，需要明确议题

教学是为落实学科任务而进行的一种教学模式，是符合新课标对活动型
学科课程要求的教学实施建议，但我们在开展议题教学过程不能仅仅只
关注教学的形式，更需要让课程议题能与学科内容进行有效对接，凸显
学科教学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对学科内容进行“精准”安排。在学科内
容上深入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努力呈现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生态等发展的
新成就、新成果，对教材内容进行科学设计与有效整合，强化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在开展议题式课堂教学中，如何让学生在灵活的课堂氛围中有效地
加深对学科内容的理解？如何评价学生通过学科学习科学地掌握学科内
容提升自身的学科核心素养？教育部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修订组核心成员
陈友芳教授认为，“学科内容包括学科的必备知识、关键能力、思维方法，
学科素养的高低主要体现在学生对学科内容能否融会贯通。”开展议题式
教学，就是要通过对“议题”有效设计过程中，让学生能在参与课堂活
动的过程中自主地发现和理解学科必备知识，从而提炼学科关键能力和
培养学科思维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学生运用科学的学科思维方法，
在议题活动地开展中让学生能够“精准”地提炼学科必备知识，从而提
升关键能力，则是衡量议题式教学成功与否的的关键指标。如新教材《我
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教学设计中，以“为什么‘两只手’优
于‘一只手’”为议题，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对单纯的“一只手”（如结
合历史中的“1929 年经济危机”或“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料）所暴露出
来的问题及其 后解决手段的分析，结合身边的经济实例，引导学生正
确评析市场机制的优点与不足，理解经济运行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3 精准制度渗透，坚定法治意识 
议题式活动型学科教学的开展，需要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

通过课堂情境体验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同时也不能忽视教师在高中政治

课堂中的主导作用，在教学设计中精准渗透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制
度法规，让学生在学科学习的同时树立对法治的崇尚，对规则的尊重。
开展议题式活动型课堂教学，需要在活动开展过程中让学生潜移默化地
认识到遵守活动规则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利用教材中法治教学的相关
素材，让学生明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正常运行都离不开相应的制度
规范。如《经济生活》让我们明白信用制度建设对市场良好运行的重要
性，需要对企业、个人乃至市场运行的各个要素进行法律与道德的约束
加以规范；《政治生活》揭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调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等各项制度，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加强制度建设是建设法治社
会的题中之义；《文化生活》则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开展议题式活动课堂教学中，需要教师在课堂情境设
置中，通过课堂活动安排，精准参透遵守制度与规则的理念，从而培养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意识。 

4 精准情境体验，培养公共参与 
议题式活动型学科课程是指以议题设置为背景，将学科型课程和活

动型课程有机整合的一种教学模式，通过议题设置、情境创设、活动设
计等环节，探索“情境—活动—体验”教育新模式。通过设置社会关注
甚至是争议性的议题，创设真实而复杂的课堂教学情境，设计诸如社会
调查、时政论坛、宣传报导、演讲辩论、模拟人大政协等结构化、序列
化的活动，做到课堂活动化、活动课堂化，引导学生在课堂参与中提升
公共参与能力。 

课堂情境的设置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课
堂教学重要构成要素，基于学生认知进行课堂情境创设能够让学生设身
处地体验学科知识和价值理解，感受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成就，分析身
边发生的各类事件与学科开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引导学生培养积极
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能力。由于学生认知上
存在差异，甚至可能会受到不良社会倾向的影响，教学情境的创设要契
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生心理认知的特点，充分考虑学校课堂安排和社
会影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
育的独特育人功能。 

所谓“精准”开展议题教学，不是要对议题式教学模式本身加以限
制，而是要求我们在开展议题式教学的过程中，能够在学科学习的过程
中更好地发挥高中思想政治课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增强社会理解和参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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