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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它与其他地区同类产品如潍坊风筝的异同 ；对风筝

制作工艺 ，既要从艺术 角度设计精美外形 ， 又要利用

物理原理使其结 构科学 。 南通板 鹤风筝 因其 哨 口 会

发声 ，被称为室 中交响 乐 ， 因此 ，不但要选择放飞的空

间条件 （场地大小与气 流 ）
，还需要 了解限飞 、 限 高乃

至限音的有关政策 ， 寻找放飞的合适地点 。 这项劳动

学习任务就把手工劳动与 历史 、地 理 、美术 、 物理 、 环

境等学科有机融合 ， 最后 以思想政治课探究性学 习成

果的形式得以 升华 。 该项 劳动学 习任务在提高综合

认知能力 的同时 ，把思想政治学科核心 素养培育落到

实处 ： 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 制 作 ， 培养家 国情

怀 ，指 向 文化认 同 、 政 治认 同
； 通过工 艺 制作过程 ， 指

向科学精神 ； 通过制作过程的 环保理 念 、 放飞风筝的

自 律行动 ，指 向法治意识 ；通过制 作 中 的 小组合作 、 整

个活 动在文化传承 中 的意义 ， 指 向公共参与 。

通过剖析上述劳 动学习任务 可 以 发现 ，教师活动

包括 ： 确定劳 动项 目 和 学 习任 务 、描 述挑战 、 提供支

架 、 观察指 导 、 组织协作 、 评价成果等 。 学 生 活 动在
“

需做
”

与
“

须知
”

双轮驱动 下 ，按劳动项 目 和 问题学习

两条线索交叉并进 。 劳动项 目 活动按
“

学 中做
”

推进 ，

包括理解 目 标 、 规划设 计 、 研讨交流 、 实践操作 、 分析

成果 、展示分享等 ；
问题学习按

“

做中学
”

推进 ，包 括描

述问题 、建立假设 、规划设计 、实施调研 、分析结果 、 展

示分享等 。 学生 活 动 中 劳动与学 习 环节 以
“

做 与学
”

相 衔接 ，流程如图 １ 所示 ：

在上述基础上 ，我们设计 了
一

个延伸性课题 。 国

外友好学校来访 ，与 我校学生共 同 制 作南通风筝 ， 成

为 中外学生文化交流 的保 留节 目 。 我们给参加交流

的本校学生布置任务时 ， 以课题形式下达劳动学 习任

务 ，既要教外籍学生学 习 制作 风筝 ， 又要研究这项活

动在两校交流及 中外合作交流 中的意义 ，提出 下
一

年

的改进方案 。 这样 ，将 制作风筝 的手工劳动 、 指导他

人技能提高 的智 力劳动与 国际理解教育 、 培育爱国情

感与文化 自 信相结合 。（本文编 辑 ： 《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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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专 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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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 果 ，课

题批 准号 为 ：
Ｂ
—

ｂ／２０ １ ５／ ０２／２０ ４］

（ ２ ２ ６００ １江苏省南通第 ＿ 中 学 ）

２２

■

“

两线齐Ｔ
”

的

议题式教学初探
□钱红

“

两 线 齐 下
”

中 的
“

两线
”

指
“

主题情境线
”

和
“

辅 助

线
”

。 教 学
“

永 恒 的 中 华 民 族精神
”
一 课 时 ， 恰逢港珠

澳 大桥正式 通 车 ， 笔者 以 港珠 澳 大桥 为 主题 情境 ， 提

出 议题
“

港珠澳 大桥建设者是如何体现 中 华 民族精神

的
”

，
设计 层层递进 的 三大环 节

“

学 习 大桥人
”“

追 随大

桥人
”“

致 敬大桥人
”

， 并提 出序 列 化 问题 ，取得 了 良 好

的教 学效果 。 学 生 从 中 感悟到 中 华 民族精神 的 基本

内 涵和 重要价值 ，认 同 爱 国 、创 造 、奋斗 、 团 结 、 梦想 的

民族精神 ， 坚信在 伟 大 民族精神 的 鼓舞 下 ，
一 定 能 够

实 现 中华 民族的 伟 大复 兴 。

一

、 实例展示

课 堂导入 。 宋代 文天 祥在过伶 仃 洋 的 时候 写 下

不朽 的 诗篇 ：

“

惶 恐滩 头 说惶 恐 ， 零 丁 洋 里叹零 丁 。
人

生 自 古谁无 死 ， 留 取丹 心 照 汗 青 。

”

那 个 时 候 ，伶仃 洋

一 定是一 片 苍 茫 。 今天 的 伶 仃 洋 那 里 ， 出 现 了 一 条

“

巨龙
”
——

港珠澳 大桥 。 它 正从容地横卧在伶仃 洋

的 碧波之上 ，告诉 世界 ： 有 些伟 大 的 民族 ， 你 永远 不 能

低估 ！

通过古今伶仃 洋 的 鲜 明 对 比 ， 引 入新课 ， 带领 学

生 走近港珠澳 大桥 ， 关注 大桥人 ，进而提 出 议题
“

港 珠

澳 大桥建设者是如何体现 中 华 民族精神的
”

。

整 节课教 学设计分 为 三 大 篇—— 学 习 大桥人 、 追

随 大桥人 、 致 敬大桥人 。
这 种 划 分 一 脉相承 ， 逐层展

开 ， 层层递进 ， 符合 学 生 的 心理认知和 情 感诉求 ， 可使

整节课 思路更连 贯 、 系统性更 强 。

第
一

篇 ： 学 习 大桥 人
，
感悟 中 华 民族 精神 的 基本

内 涵

展示下 列 情境素材和 问 题 ：

？港珠澳 大桥 集桥 、 岛 、 隧 于 一体 ， 工程 中 最复杂

的 是海底沉 管 隧 道部 分 。

“

这 比连 续 ３３ 次 考 上 清 华

难度还大 。

”
一开始

，
大桥人的 想 法是找 当 时技术领先

的荷兰公 司 合作 完成
。
但是 ，林鸣 团 队 和荷 兰公 司 之

间 的谈判进行得很艰难 。

？视频 材料 ： Ｅ １ 沉 管安装过程 。

“

大 桥人咖 啡拼

命喝 ， 红参切成 片 当 饭吃 ， 连 续 奋斗 了９ ６ 个 小 时 ， Ｅ １

沉 管终 于安装成 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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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１ ８ 年 １０ 月 ２ ３ 日 ， 习 近平 总 书 记在港珠澳大

桥开通仪 式上 高 度评价 ： 港珠澳 大桥 是一座 圆 梦桥 、

同 心桥 、 自 信桥 、 复兴桥 。

？大桥人说 ：

“

整 个过程就是一 个担 当 的 过程 ， 你

不来 ，谁 来 。 国 家有这 项 工 程的 时候 ，碰 到 这项挑 战

的 时候 ，我们 责无 旁贷 。

”

？ 宋代
：

文天祥誓死不 当 亡 国奴 ，

“

留 取丹 心照 汗

青
”

，是爱 国 。 近 现代 ：
无 锡 荣 氏 家族通过 实 业救 国 、

护 国 、 荣 国 ，
改善 民生 ， 是爱 国 。 今天 ： 大桥人在 国 家

碰到挑 战 的 时 候 ， 尽 自 己 最 大 的 努 力 把 桥 建好 ， 是

爱 国 。

（ １ ）

“

中荷谈判 情境再现
”

。 荷 兰人要 求 出 １ ５ 亿

咨询 费 才 肯帮 忙 ， 出 ３ 亿只 给唱首 祈祷歌 。
面 对此情

此景 ， 你有何感 想 ？ 会做何选择 ？

（ ２ ）视频 中 的 哪 些 话 、 哪 些 瞬 间 让 你 记 忆 深 刻 ？

从 中 ， 我们 需要向 大桥人学 习 什 么 样 的 精神 ？

（ ３ ） 为什 么说港珠澳 大桥是一 座 自 信桥 、 团 结桥 、

圆 梦桥和 复兴桥 ？

（ ４ ）如今 ， 我 们 又该 怎样爱 国 ？

为 了 激发 学 生 的 民族 自 尊 、 自 信 、 自 立 、 自 强 意

识
， 第 （ １ ） 问 特地安排 了

“

中 荷谈判 情境 再现
”

环 节 。

荷 兰人要求 出 １ ５ 亿咨询 费 才 肯 帮 忙 ， 出 ３ 亿 只 给 唱

首祈祷歌 。 事 实 证 明 ，这一情境极 大 激发 了 学生 的 民

族 自 尊 心 。 学 生深 刻 意识 到 ：
核心 技术 买 不 来也求 不

来 ， 只 能 靠 自 己 。 港 珠澳大桥 岛 隧项 目 中 国人
一 定要

自 己 干 ， 而 且一定要干成 功 ！

第 （ ２ ） 问 主要引 导 学生感 悟大桥人 的 伟 大奋斗精

神 。
这是一座奋 斗桥 。

大桥人 ３０００ 多 个 日 日 夜夜 坚

持不 懈 的 奋斗 ， 才 有 了 今 曰 的 功 成 名 就 。 学 生 意 识

到 ：
世界上没有 坐 享其成 的 好事 ， 要幸福就要奋斗 ，奋

斗 的 青春最 美 丽 。

第 （ ３ ） 问 主要引 导 学 生感悟大桥人的 伟 大创 造精

神 、 团 结精神 、 梦 想 精神 。 这是一 座 自 信桥 。 港珠澳

大桥被誉为 桥梁界的
“

珠穆 朗 玛峰
”

，被英 国 《卫报 》赞

誉为
“

新 七 大奇迹之
一

”

， 拥有 ４０ ０ 多 项 专利 、
７ 项

“

世

界之最
”

。 从 中 ， 学生 感悟到 大桥人伟 大 的 创造精神 。

同 时 ，在设计 点赞 环节 ，让 学 生 为 党 的 十八大 以 来 ， 中

国人民进发的 伟 大创 造精神 点 赞 天 宫
”“

蛟龙
” “

天

眼
”“

ＡＧ ６００ 

”

等 一大批重 大科技成果相 继 问世 。 伟 大

的 创造精神推动 我 国 日 新 月 异 向 前 发展 ， 创造一 个 又

一 个 中 国 奇迹 。 从中 ， 学生进
一

步 坚定 了 对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 义的 道路 自 信 、 理论 自 信 、 制 度 自 信 和 文 化 自

信 ，树立 创新 意识 ，提升创 新 素养 。 这是一座 同 心桥 。

从大桥 的 设计 上 ， 我 们 可 以很清晰地看 到
“

中 国 结
”

标

新 区 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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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 港珠澳 大桥的 建成 通车 ，是 ２ 万 多 名 大桥人精诚

合作 的 结果 ，是 粤港 澳 三 地 同 心 的 见证 ，是 港 澳 和祖

国 内 地 同 心 同 德的证 明 。 今天 ， 中 国 发生的 历 史 性变

革是全 国各族人 民 同 心 同德 、 同 心 同 向 努 力 的 结果 。

这是一 座 圆 梦桥 和复 兴桥 。 早 在 １ ９８３ 年 ， 香港 富 豪

胡 应湘 就提 出 在伶仃 洋上修建 一 座连接香港 和 内 地

的跨海 大桥 ， 并且 ３ ５ 年 来一 直 不 遗余 力 地推 动修 建

大桥 。 他个 人 梦 想 的 背 后 ， 是 粤 港 澳 三 地人 民 的 梦

想 。 港珠澳大桥的 建成 通 车是推动 粤 港 澳 大 湾 区繁

荣发展和 实 现 中 华 民族伟 大 复 兴 的 重要部 署 。

“

桥
”

见 未 来 。 中 国 人民 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 都 更接近 、 更 有

信心和 能力 实 现 中 华 民族伟 大 复兴 ， 进一步 激发 学生

的 民族 自 信心 、 自 豪 感 ， 增 强 学 生 民族复 兴 的 使命感

和担 当 意识 。

第 （ ４ ） 问 主要 引 导 学 生 感 悟 中 华 民 族精神 的 核

心
： 爱 国 主 义 。 大桥人对 国 家和 民族 的 责任 与 担 当 ，

是爱 国 主 义的 一 种表现 。 爱 国 主 义作 为 中 华 民族精

神 的 核心 ，是把四个伟 大精神 串 联起 来的 丝线 。 通过

讨论 ， 学 生能够 感受到 爱 国 主 义是 中 华 民族的 精神基

因 ， 始 终维 系 着华 夏 大地各 民族 的 团 结 统 一 ， 激励 着

中 华 儿女 为祖 国 繁荣 富 强 不 懈奋 斗 。 同 时 ， 在此 处安

排三 个不 同 时期 （ 宋代 、
近现代 、 今天 ） 、 三种人 （文 天

祥 、 荣氏 家族 、 大桥人 ） 以 不 同 方式 践行爱 国 主 义 的 素

材 ， 引 导 学 生 思考 我 们 今天 该 怎 样爱 国 。 在 这 个 环

节 ，很 多 学生 脱 口 而 出
“

好好 学 习
”

。 教师 适 时指 出
：

好好 学 习 是一 种 爱 国 ，但 不 能 只 是 一 句 口 号 ， 应 该 落

实在每节课 、 每 次作 业 的 每 个 环 节 。 因 为 你 们 有 多

强
， 国 家 就有 多 强 ！

据此
， 强 调 爱 国 不 是抽 象 的 ， 而 是

具体 的 ，要 落 实到每 个人的 实 际行动 中 。 同 时提醒 学

生 ， 我们 爱祖 国 的 方式有 千 万种 。

“

除 了 学 习 ， 我 们还

可以 通过哪些方 式来爱 国
”

这 个环 节 不 仅培养 学 生 的

发散性思维 ， 更 重要 的是 ， 通过 思考 ， 让 学 生感 受到 ：

爱 国就要爱我 们 足下 的 土地 ， 爱 我 们 的
’

校 园 ， 爱我 们

的 家 乡 。 爱 国 可 以 很大 ，
也可 以 很小 ， 捡起 自 己脚 边

的 那 片 纸 ，
拾起我 们 的 责 任与 担 当

，
这 都是 爱 国 。

通

过 系 列 活 动 的 开展 ，使 学 生 全 面 理 解 爱 国 主 义 的 特

点 ， 以 实 际行动报效祖 国 ， 坚持社会主 义核心 价值观 。

通 过 第
一篇 相 关活动 的 开展 ， 学 生感悟 到 以 爱 国

主义 为 核心 的 中 华 民族精神的 基本 内 涵 ，培养 了 辩证

思 维能 力 ，激发 了 民 族 自 尊心 、 自 信 心 和 自 豪 感 ， 坚定

了 对 于 中 国 特 色社会主 义的 政治认 同 。

第二 篇 ： 追 随大桥人
，
感 受 中 华 民族 精神 的重要

价值

展 示下 列 情境 素材和 问题 ：

２０１ ９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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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建成后 不 久 ，林鸣 再次到 当 初 这 家 荷 兰 公

司 进行技术经验交 流 ， 他们 主 动 升 中 国 国 旗 ， 奏 中 国

国歌 ，
以 示 敬 重 。

？在伟 大 民族精神 的 支撑 下 ， ２ 万 多 名 大桥人 紧

紧 团 结在一起 ，

一路披荆 斩棘 ， 经历 九 年 的 自 主 攻关 ，

创 下 多 项世界之最 ， 最终 实现 巨龙腾飞 在伶仃 洋 的 目

标 ， 中 国从桥梁 大 国走 向桥梁 强 国 。

？ 中 国特 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 时代 ， 意味着近代 以

来
，
久经磨难 的 中 华 民 族 实现 了 从站 起来 、 富 起来到

强 起来的 伟 大 飞 跃 。

（ ５ ）荷 兰 公 司 对 大桥人的 态度 为 什 么会不 同 ？

（ ６ ） 从 中 我 们 感 受 到 中 华 民 族 精 神 哪 些 重 要

价值 ？

（ ７ ） 中 华民 族 为 什 么 能 千锤 百 炼 而 斗 志 更 坚 ， 实

现伟 大 飞 跃？

通过 第 （ ５ ） 问 ， 学 生很容 易 想到 荷 兰人 的 态 度 由

“

傲慢
”

转 为
“

敬 重
”

的 主要原 因 是 大桥人不仅
“

做 成

了
”

， 而 且做到 了
“

世 界 一流
”

。

一开 始
“

中 荷谈判
”

的

情 境 ， 学 生依然 历 历 在 目 、 印 象 深刻 。 此 时伴 随 中 国

国 旗的 升起 ， 学 生 的 民 族 自 豪 感 瞬 间 爆棚 ， 内 心 无数

个 声 音在 重复 ：

“

我是 中 国人 ， 我骄傲 ，我 自 豪 。

”

第 （ ６ ） 问 在 了 解荷 兰公 司 前后 两 种 截然 不 同 态 度

的 基础上 ， 引 导 学 生感 受 中 华 民 族精神 的 重要价值 。

大桥人的 成功 离 不 开伟 大 中 华 民族精神 的 支撑 。 中

华 民族精神是把大桥人紧 紧联 系在
一起的 精神 纽带 ，

是 支撑 中 华 民族生存 、 发展的 精神 支柱 ， 推动 中 华 民

族走 向繁荣 、 强 大 的精神动 力 ，是 中 华民 族之魂 。

第 （ ７ ） 问 引 导学 生感 受 中 华 民族精神贯 穿 于 民 族

发展的 全过程 ， 并 且历 久 弥 新 、 永 不 泯 灭 。 这是 中 华

民族千锤 百 炼 而 斗 志 更 坚 ， 实 现伟 大 飞 跃 的 重 要原

因 。 它进一步激发 学 生 对 中 华 民 族的 热 爱之情 ， 同 时

增强 学 生 为 实现 中 华 民族 伟 大复 兴 中 国 梦 而 不 懈 奋

斗的 责任感 。

通过 第 二篇 ， 学 生感 受到 了 中 华 民族精神 的 重要

价值 。

第 三篇 ： 致 敬大 桥 人
，
体悟 中 华 民 族精 神 的传 承

发扬

展示 下 列 情境素材和 问题 ：

？７００ 多 年 后 ，还是这 片 伶仃 洋 ，

一 桥 架起 ， 天堑

变 通途 ，
全世界 为之震撼 。 若爱 国 主义 诗人文天祥 在

天有灵 ， 我 想他一定会再 写 一首 《过零 丁 洋 》
， 只 是 这

首诗所表现的 ， 将是 中 华 民族和 中 国 人民的 扬 眉 吐 气

与骄傲 自 豪 ！

请以
“

过 伶仃 洋
”

为 主题 ，
写 一 首 小 诗 ， 献给 新 时

代挺起
“

中 国脊 梁
”

的 港珠 澳 大桥建设者 。

结 尾环 节 的 设计 与 课堂 导入部 分前后 呼应 。 学

生在写 诗 的过程 中 ， 体悟到 港珠澳大桥建设者的 伟 大

中 华 民族精神 ， 有 感 而 发 ：今天 的 Ｃ 位属 于
“

大桥人
”

，

向 大桥人致敬 ！ 同 时 ， 更 为 重 要的 是 ，从 内 心 深 处 意

识到 自 己作为 中华 民族 的 一 员 ， 也要 学 习 大桥人 、 追

随 大桥人 ， 让 民 族精神 成 为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的 价值追

求 、永远的 精神 火炬 。

二
、 教学反 思

议题是 《 普通 高 中 思 想 政 治 课 程标 准 （ ２０ １ ７ 年

版 ） 》 （ 以 下 简 称
“

２０ １ ７ 新课标
”

） 的 亮 点 ， 也是 思 想政

治课开展 活动 、 落 实 核心 素 养的 关 键抓手 ＾两 线 齐

下
”

的 议 题 式 教 学 中 ，

“

主 题 情 境 线
”

和
“

辅 助 线
”

（

“

明 线
”

与
“

暗线
”

） 相 得 益彰 ，
不 仅使 原本 分 散 的 知

识得 以 系 统化 ， 也让 学 生深 化 了 对 知 识 的 理 解 。 更

为 重 要的 是 ， 序 列 化 问 题 的 探 究 发挥 了 学 生 的 主体

作 用 、 启 发 了 学 生 思 维 、培 养 了 学 生 情 感 ， 有利 于 落

实 核心 素 养 。

本课选取
“

港 珠澳大桥
”

作 为
“

主题情 境 线 明

线
”

） ， 实现 了 简 约 与 高 效的 有机统 一 ，
避免 了 过 多 松

散的 情境 分散 学生 的 注意 力
， 有助 于 学 生深 度思 考 －

同 时 ， 自 始至终 贯 穿 文 天祥 这
一

“

辅 助 线 暗线
”

） ，

使情境设置饱 满
、 鲜 活 ， 让 学生 在探 究 中 感 受 到 中 华

民 族精神 的
“

永恒
”

。 学 生在吟诗作 赋的 过程 中 ，把课

堂推 向 高 潮 。 本 来笔 者 考虑 用 投影仪展示 学 生诗歌

作 品 ， 可 第 一个 举手 的 学 生 站起 来跟我说 老 师 ， 我

的 字 写 得 不 够好 ， 我 想把诗读 出 来 ， 可 以 吗 ？

” “

当 然 可

以
！

”

其 实 ， 并不 是他 的 字 写 得 不 好 ， 而 是此 刻 他 心 动

了 ，
大桥人伟 大 的 中 华 民 族 精神 让 他 感动 、 震 撼 。 在

他之后 ，好 多 学 生纷 纷举手 ，他们 一 个 个站起 来饱含

情感地 朗 诵 自 己所作 的 小诗 。 他们的 诗或许稚嫩 ， 或

许有些许不 足 ，但是他们都 勇 于 表达 ， 并且情 感 满 满 。

所 以
，
笔者 感 觉 今天 这 节 课成 功 了 。 因 为 学 生 心 动

了
！

心 动是 多 么 难能可 贵啊 ！

笔 者反思 ， 最后 致敬大桥人 的 小 诗如 果 改 为
‘
‘

致

新时代 最美 的 我们
”

， 也许会更有 意义 。 这 种 改 变 会

让学 生在 致敬大桥人伟 大民族精神 的 同 时 ， 更 多 地思

考 ， 作 为 民 族的 未 来 ， 自 己 应 当 怎 样扛起 弘 扬 民 族精

神 的 大旗 ， 续 写 民 族精神 的 新篇章 。

（
本 文楠辑 ： 嫜 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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