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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在我
国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高等教育出版社，继2018年的
教材修订版本之后，于2021年8月，出版了一系列思想政治课课
程的教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21年版）、《思想道德
与法治》（2021年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21年版）、《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1年版），以及“硕
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2021年版）、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021年版）。本文谨就高等教育出版社（下
文简称为“高教社”）《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年版）（下文简称为

“新版教材”）的编写体例，尤其是其与高教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2018版）（下文简称为“上一版教材”）的编写体例的比
较，进行一些交流讨论。

如上所述，2021 年 8 月这本思想政治课的教材出版后，很
快在我国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课的课堂中得到了使用，在任课教师
方面，使用新教材进行备课和讲授，在选课学生方面，也使用了新
教材进行学习。除此之外，任课教师方面，还参加了一些新教材培
训，以便更好地学习理解新教材，把握新教材和上一版或之前数个
版本教材之间的区别。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新教材的编写体例的梳
理和把握，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件高校思政课任课教师值得在教学实
践和教学理论中都去践行和探索的事情。为此，本文将从一些比较
明显的新教材编辑和编写体例方面进行一些讨论[1]。

从最直观的层面，可以看到，新版教材的名称与上一版教材
有变化。这一点相当重要。对于高校思政课而言，对于教材名称
的变更意味着教材编写组对于这门课程的最基本的教学规定性。
具体来说，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修订为《思想道德与
法治》，这一教材名称或课程名称的变化，可分解为一方面是“思
想道德修养”取而代之成为更为精炼的“思想道德”，另一方面是

“法律基础”取而代之成为更为精炼的“法治”，总体名称的这两
个变化，看似简单，实际充满了缜密、全面、细致的思考，可以
看出，代表了教材编写组对于这门课程的最基本的教学内容的规
定性。一直以来，高校在各个开课单位机构，比如马克思主义学
院、政治课教研室等对几门主干课程的简称方面，以《基础》课
称呼《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且有时以《思修》课称呼它。
现在，由于新版教材后缀为“法治”而非“法律基础”，这种教学
单位或教研室的称呼可能也要做一定的约定俗成的调整，比如用
新版教材的已经更为凝练的全称来称呼这门课程。

从篇幅上看，同样直观的是，整本教材的页码增加了，上一
版教材为197页，十六万余字，上升为新版教材的243页，二十一
万余字。章节结构方面，以“绪论”及随后章节目的方式撰写，两
个版本的教材，均已绪论及六个章节目的总体结构撰写，而在六
个章节目数量上，从22节66目修订为19节57目。结合刚才这一
段段首所提到的篇幅增加的现象，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篇幅增加，
一方面是章节目的一定幅度的数量减少，这意味着每一小节和每
一目的内容，大体呈现增加的趋势。也就是说，总的来看，对
于每一章、每一节和每一目，新版教材的表述更为详尽了，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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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更为细致了，这样的更为详尽细致的表述、阐述，对于任课
教师和选课学生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教材，能起到有益的作用[2]。

更具体来看，增加的篇幅中，有许多是在形式上引入了中
学思政教材的一些形式的。并且，这主要是对这门课程而言的。对
于新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教材，则不能也做这样
的完全相同的判断。《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年版）相比于《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8版），引入了更为众多的丰富多彩
的栏目。且这部分地体现了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教材一体化的阶段
性建设成果。可以看到，主要的在正文之间的插入的栏目形式，有
引文、案例数字结构图、拓展、图说、明辨、二维码、思考讨论（上
一版教材此栏目为“学习思考”）、更为丰富目录的文献阅读（上一
版教材此栏目为“阅读文献”），与上一版教材相比，简略的栏目为
不再出现六章之后的“本章小结”。

在这些新的栏目形式里，分别地看，其中，引文，主要是引
入马克思主义作家、思想家的文献内容等，以栏目左上角的阅读
笔记的图标呈现[3]。案例数字结构图主要是使用了大数据和可视
化的图表、结构图等方式，更为生动和直观地呈现一些知识或数
据内容。拓展，主要是对一些教材里提及的理论概念、思想概念
的及时展开解释，这能帮助选课学生更为快速地从教材里就获得
对一些新学习概念或重要学习概念的基本定义。图说，主要是以
一幅图片，搭配对于这幅图片里的案例的文字解释，来及时让选
课学生能感受到一些思想道德和法治的榜样的力量。明辨，主要
是对一些青年高校生，提出一个以问号为结尾的命题，并对这个
命题的通常说法进行辨析，从而积极引导选课学生，通过理性探
讨和思维辨析的方式，对一些社会热点话题和有一些不同看法的
问题，做出从这门课程角度的理解判断。二维码，主要是以一个
二维码及二维码之下的对其内容的预先介绍的方式，让选课学生
能在课上或课下，以新媒体或自媒体的形式，拓展学习一些知识
内容。思考讨论，主要是修订了上一版教材的学习思考的一些议
题。文献阅读，和上一版相比，新版教材在每一篇文献之下，都
给出了较为详细的对于该篇文献的写作背景和基本内容的介绍，
是一种非常新颖的文献阅读的栏目设置方式，不仅是从上一版教
材的阅读文献转变为文献阅读的栏目名称这么简单[4]。

可以看到，本教材编写组在新版教材里，不仅相比于上一版
教材，而且相比于新版的其它几门教材，引入了大量的或生动、或
新颖、或活泼、或重要的种种不同的栏目，来把教材的编排体例
修订的更为多元化和与时俱进。这些栏目，常常能同时给任课教
师和选课学生以教益，比如拓展，就让教材的双方都能更为直接
地在教材自身就获得一些对更宜在正文的其它地方，比如正文的
一些中间部分，及时地加入对理论概念的介绍。图说、明辨等同
样如此，都起到了相同或类似的积极作用。从编排体例上看，栏
目的类别数量更多了，从阅读效果上看，这些新版教材的新栏目，
与正文相得益彰，相互比照，对任课教师和选课学生都给予了
新的课程学科的视野视域。

这些编排体例上的正文之中的新栏目，从分布于各章的数量



    61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12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式教育，关键是要以理服人，要禁的起“为什么”的拷问。
思想性是思想政治课的本质特征，如果一门课程缺少思想性，
那便一定也缺少感染力。

3　高中思想政治课议题式教学实施的过程
3.1设置议题 引导活动
议题式教学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首先要做的是确定本节课要

探讨的议题，进而才是围绕议题创设情境、互动探究、分享成
果。议题作为贯穿整节思政课的中心线索，只有设置的精心、
巧妙，才能有效引导课程的实施，从而达成预设教学目标。

可以选取与学生生活相关的议题，加强书本知识和学生生活
的联系。学生时时刻刻处于社会大背景中，在本枯燥的课堂上
遇到与自己生活契合的内容，不仅有利于引发学生的共鸣、激
发学生的兴趣，还可以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迁移到实际生活生活
当中。

可以选取社会热点话题作为议题，思政课本身是一门时政性
很强的学科，小到民生热点，大到国际热点，凡是有价值的、
值得讨论的话题，均可以作为议题加以设计后呈现在课堂上。

也可以基于教材内容进行设计，思政课教师可以直接采用教
材中正文部分的“探究与分享”的问题、或是将新课标中“教
学提示”部分给出的议题加以设计后提供给学生探究和讨论[3]。

3.2创设情境 提出问题
议题设置完毕后，便进入第二环节即教学情境创设。议题

教学要围题而议，让议题情境化。良好的情境的创设可以给与
学生身临其境之感，即便是在教室的课堂上，教学效果也不亚
于参与到社会实践之中。

情境创设的前提是教师要有师生平等的教学理念，由于教师

本人和学生一样，都要参与到情境之中。情境的创设应满足真
实性的特点，不应脱离于实际生活，教师可以对现实生活情景
加以设计，使其更加贴合课堂教学，但总体还是应保证真实这
一特点，不为创设情境而创设与实际生活相脱离的情境。

3.3深入探究 组织活动
待学生在情境中提出问题以后，便可以围绕议题和问题以多

种活动形式开展探究。学生可以首先自主辨析议题，在组内通
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展开深入讨论，形成小组的结论，以班级为
单位进行组与组之间的交流汇报。还可采取角色扮演、模拟法
庭等多样的活动形式丰富课堂。以合作探究为例，教师应该预
设好每一环节所需时间，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得出各自结论并
交流，此时教师一定要走到学生当中，倾听学生的想法，教师
可以对每一组的回答进行点评，使各组结论加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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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分别是，绪论部分，引文四则，案例数字结构图二则，
拓展三则，思考讨论三则，文献阅读两则。第一章，引文二则，拓
展七则，图说六则，明辨二则，思考讨论三则，文献阅读三则。第
二章，引文七则，拓展四则，图说五则，明辨二则，二维码一则，
思考讨论三则，文献阅读二则。第三章，引文九则，拓展五则，图
说九则，明辨一则，二维码则，思考讨论三则，文献阅读二则。第
四章，引文八则，案例数字结构图一则，拓展五则，图说九则，明
辨二则，二维码一则，思考讨论三则，文献阅读二则。第五章，引
文八则，拓展九则，图说十一则，明辨二则，二维码二则，思考讨
论四则，文献阅读二则。第六章，引文十六则，案例数字结构图四
则，拓展二十则，图说五则，明辨一则，二维码一则，思考讨论四
则，文献阅读二则[5]。

由上数据可以看到，在每章末尾的思考讨论和文献阅读这两
个栏目上，新教材编排体例较为一致，基本为三则和两则。引文、
案例数字结构图、拓展、图说、明辨、二维码的形式，则因应了不
同的章节内容而由一些不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引文、拓展、图
说，有些章的明辨数量较少。这是由于教材编写组在新教材中根据
实际情况而采用的。其中，引文这一形式引入了大量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讲话，对教育领域切实引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重要作用[6]。

下面从目录中的每一章和每一节的具体编排体例的名称来谈
一下新版教材和上一版教材的比较。对于章一级的标题而言，最
明显的是新版教材采取了更为对仗工整且详细的标题，具体是，
绪论由绪论修订为“绪论：担当复兴大任，成就时代新人”，第一
章由“人生的青春之问”修订为“领悟人生真谛，把握人生方向”，
第二章由“坚定理想信念”修订为“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
念”，第三章由“弘扬中国精神”修订为“继承优良传统，弘扬中
国精神”，第四章由“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修订为“明确价
值要求，践行价值准则”，第五章由“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修订
为“追求道德规范，锤炼道德品格”，第六章由“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修订为“学习法治思想，提升法治素养”。

这样，每一章的标题格式更为统一，更直接地体现出该章
所希望进行的教学内容主旨，比如，原来的绪论就被具体化
了。又如，第一章从人生的青春之问，更明确为领悟人生真
谛、把握人生方向，用了更为明确的思想政治教学目的或要求
来统一章一级的标题。其它几章也都呈现出了这样的特点。

在具体的节和目的目录级别上，新版教材的编排体例和上一
版教材相比，可以看到，有着更多的细致的推敲，如绪论由“我们
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时代新人要以民族复兴为己
任”，修订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我们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新时代呼唤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断提升思想
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通过绪论的节和目的级别的编排体例，就
可以看到，新版教材有着更为完整的编排体例结构调整，和同样在
章一级的编排体例名称调整方面对应的，在节和目级别方面的相应
调整，更好地突出作为培育共产主义思想品德和培育法治素养的

《思想道德与法治》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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