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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中富有价值和意义的资源，善于体验和调动学生的

反馈信息及情绪，把这些看作有效的教学资源。

5.层层推进的蓄势

整个教学过程的层层推进，都可以看作是为一

堂课的高潮的出现而蓄势。如果没有前面每个环节

的铺垫和推动，不可能产生高潮，要使学生的思维

进入最活跃、最亢奋的状态，也需要层层推进，有

临到高潮前的蓄势。例如，李文斌老师执教《短诗三

首》时，通过层层推进的探究式学习，让学生读出

节奏，感受现代诗的音乐性；读出想象，体会现代诗

的艺术性；读出情感，感受现代诗的人文性。学生在

反复朗读中发现现代诗的特点，并学习语言文字运

用，大胆创作，仿写现代诗，将课堂教学推向高潮。

6.拓展延伸的蓄势

从学生认知活动的整体看，每堂课的学习终点

应当同时又是新认知活动的起点。为此，教师应让

学生实现从课堂到课外的延伸和拓宽。例如，《古诗

三首》中《示儿》的教学，围绕单元人文主题和语文

要素，借助注释让学生体会陆游强烈的爱国情感。在

理解《示儿》的大意后，拓展陆游同一主题下的爱国

诗，以诗解诗。请每个小组选择《十一月四日风雨大

作》《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两首诗中的一首，谈

谈：读这首诗，心里什么感觉？这种情感集中体现在

诗中哪个字上？仿佛看到了怎样的画面？之后，有感情

地诵读，注意语调、韵律和节奏。最后，对照《示儿》，

学生会发现有一种情感一直在延续，即陆游生逢乱

世，一生都在盼望祖国统一，牵挂着北方的遗民，诗

中的山水风雨月，都充满着悲伤、悲愤和悲凉。

课堂既有浪峰，亦有波谷。波谷的蓄势，正是为

浪峰的涌起作准备。如此浪浪相连，波澜起伏，才

能显现出语文教学动人的风姿与魅力。蓄势不是等

待，需要预设，需要在教学中不断生成，更需要教

师的匠心与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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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式教学，是指以学生真实生活情境中具有

开放性、指向性、思辨性、综合性、系列性的探究

话题为抓手，以结构化的学科知识为支撑和主线，

以提高学科核心素养为核心，通过学生参与社会实

践、课上合作探究等方式进行的一种教学方法。议

题式教学是高中思想政治活动型学科课程实施的

重要形式。

议题可分为三类：实证性议题，教师课上提供

议题背景材料或者学生已经熟知的生活现象，通

过对议题的讨论，帮助学生生成、理解学科知识，

提高学科素养，如“如何理解校训的价值追求”；辨

析式议题，这类议题有统一标准，无标准答案，教

师在课上提供社会生活中有价值冲突的现象，通

过对议题的讨论，开拓学生视野，突出价值引领，

如“互联网+时代的理性选择”；社会实践类议题，

一般强调的是学生带着议题、学科任务，通过社会

调查、志愿服务、专题访谈等方式参与社会实践活

动，注重本土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学生的社会体验，

学科核心素养主导下的议题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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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成功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发展状况”。

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有一些设计过

于强调议题材料的选择，忽视了议题材料最终的服

务对象是什么。一节课下来，课堂很是热闹，但是

学生的实际获得并不多，学科的思维方法、学科知

识和学科素养欠缺。政治教学中，如何设计议题式

教学？

首先，要构建结构化的学科知识。

基于单元设计乃至学科的角度，进行学科的有

效整合，构建结构化的学科知识。学科素养不是建

立在孤立的、碎片化的学科知识和技能的习得中，

而是在学生综合地、系统地运用学科知识和技能的

过程中产生的。如《文化生活》第三单元中华文化和

民族精神的教学中，立足本单元学习，兼顾整合第

四单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

其次，进行序列化的议题材料选择与活动设计。

议题材料源于真实生活的不良结构性情景。结

构不良情景是相对于结构良好情景而言的。结构良

好情景经过刻意处理，删除干扰项和与主题无关的

信息，因为指向过于明确，缺少思辨性，限制了学生

思维的开放性；结构不良情景没有明确的指向和解

决途径，情景的复杂程度高，需要学生具备开放的

思维、严谨的逻辑推理、精准的语言表达和较强的

思辨能力。一般来说，材料涉及的主体越多，不确定

性越大，立场观点、价值观、利益越多且冲突越大，

情景越为复杂。例如，在“走进中华文化，增强文化

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教学中，让学生针对议题1“世界

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哪些？追溯这些古代文明的源流，

谈谈你的感想”提前做了调查。这个议题涉及4个主

体，每个主体发展的历程不一样，学生需要自己查阅

资料，理清脉络，通过比较、鉴别，寻找异同，这就是

对不良结构性情景的分析。从课堂生成看，90%的

学生上网查阅资料，并制作了PPT，把古埃及、古巴比

伦、古印度文明的中断说得清晰透彻，在论述中华文

明的时候显现出很强的民族自豪感。

此外，议题的设计要突出思辨性、开放性、系列

性。思辨性，可从哲学与文化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也可从学科核心

素养——科学精神的角度来考虑，表现为学生认识

社会、参与社会的能力和态度，强调价值引领。开放

性，强调学生思考的空间，切口过小不利于学生创新

思维的发展。系列性，强调材料的相承性和议题设

计的渐进性，材料情景之间、议题之间不是孤立的，

它们的关系要和学科之间的线索相契合，这样才能

体现教学重点、针对学习难点。例如，“走进中华文

化，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节课的议题2是“阐

述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并列举丰硕成果”，议题3是

“请你从文化生活的角度谈谈你对高中生是否应该

写好汉字的认识”。议题1的设计意图是让学生在对

比中了解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议题2在议题1的基础

上，从中华文化自身发展历程中进一步明确这一学

科知识，同时引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议题3在议

题2的基础上微观切入，在学生列举的成果中取其一

粟——汉字。这是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现系列

性。议题3有很强的思辨性，意在引领学生写好汉字，

明确汉字的作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落实高中政治活动型学科课程的有效载

体，议题式教学最终一定回归到学科目标和本质，

重在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和学生的终身发展。议题

是撬动学科内容学习的手段和方法，而学科内容、

学科知识最终内化为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和行为表现。系列化的议题是载体，结构化的知识

是主体，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是本体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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