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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新闻课的教育资源与教育作用的研究
杨　阳

（通化市东昌区教育局，吉林 通化 134000）

摘要：时事新闻课将新闻媒体与课堂教学创新融合，吉林省时事新闻课是全国校园的首创，新华社吉林省分社和省教育局联合推出

的周节目，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进行选题和组稿设计，以最新的新闻信息来传递正能量，使学生从小树立起了解家国事、天下事，从而

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培养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对推动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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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时事新闻课

时事新闻课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新载体，每周都有

特定的主题，“中国梦”“清明节”“世界水日”“交往礼仪”“个

人礼仪”“欢度五一劳动节”“传统文化——孝”“网络安

全”“校园文化我来建”“六一儿童节”等，围绕主题分为“新

闻零距离”“聚集”“我可爱的家乡”三个板块，生动、直观、

简洁、精彩，融入了大量动画元素，课堂气氛活跃、信息量

大。在以学生为采访对象的基础上，加强了学生主体参与度，

来自全省许多小学的学生成为时事新闻的采访对象，汇聚各

校特色文化。

二、时事新闻课对教育的作用

时代性是小学思想品德课的重要特征之一。现在使用的思想

品德课本图文并茂，融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体，具有很

强的可读性和教育性，力求体现时代性，但受各种条件的制约，

课文中的内容与图片不能及时的与时俱进，而时事新闻具有最突

出的时代性特点，正好可以弥补课本的缺陷。时事新闻课的开展

可以更好地把教育与课本内容紧密结合起来，是实现情感、态度、

价值观目标的重要途径，因此，时事新闻课对于小学生思想品德

教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激趣作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情感是促进学生获取知识、探求真理的

动力。时事新闻的内容丰富新颖，有的就是几天前发生的国内外

重大事件，十分适应小学生求新、求变、求活的心理特点。信息

的新颖性自然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浓厚的学习兴趣，增强了

学生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的信心，也有助于学生落实保

护环境的行为要求。

（二）明理作用

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绚丽多彩的，又是纷繁复杂的。

生活中的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往往交织在一起。面对生

活中的是非善恶，小学生要迅速做出辨别判断，做出正确的行为

选择，就需要明理。许多时政材料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对于学生在心中确立正确的标准、提高辨别能力、增强

自控能力具有重大意义。例如，学生看到电视中法制频道有歹徒

穷凶极恶、灭绝人性的暴行时，就会激起学生强烈的愤慨；广大

公安、武警和人民群众奋不顾身保护人民群众的善义之举，会强

烈震撼学生的心灵。学生在耳闻目睹正义战胜邪恶的情景中，明

辨了是非善恶，增强了追求真善美的信心与勇气，又掌握了良好

处理问题的方法。

（三）导行作用

小学阶段思想品德课是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塑造人灵魂的课

程。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最高教育目标是否达成落实，关键看

学生是否把明确的做人道理内化成为自身的认知，并用以自觉指

导自己的首先实践活动。许多时事政治材料都蕴含着如何做人的

道理，渗透了道德、心理、法律、国情等方面的知识，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

使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例如，跟据时

事新闻中“家风”的点，学校布置班队会，围绕“我的家风”“家

风故事”“家风伴我成长”等主题。让学生们开展丰富多彩的诗朗诵、

歌唱、舞蹈、手抄报、征文等活动，同学们知道要继承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知道了热爱祖国、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高尚情操，

同学们懂得了文明做人、健康生活。此次活动的开展，使文明美

德成为学生的共识与自觉行动。

三、时事新闻课是一种新闻资源的再开发，具有重要的教育

实践意义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开发新闻资源，并将新闻中蕴含的信息

加工整合为思想教育课堂中的课程资源，以此弥补了书本教育无法

及时跟进时代发展、反映以及分析问题常常滞后于学生生活的最大

弊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并在此过程

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铺设了一条快捷而畅通的高速路。因此，教育中加强新闻资源

的开发与应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能弥补教材的后滞性，使

课堂教学内容与时俱进，紧密联系实际。教材的编订具有非常严格

的要求与审核，所以教材在编订之后就具有相对的连续性和固定性。

但是，当代社会发展迅速，知识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造成

了教材部分内容与时代发展不符甚至相脱节。海量的信息时刻在

广大中小学生中传播，我们同时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信息传播的

准确性和导向的正确性却存在着不容乐观的现状。大量垃圾信息

充斥社会信息传播渠道，而广大学生的判断甄别能力却相对较弱，

因此，许多错误的信息极大地影响着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

生观。时事新闻课精心选取适合中小学生特点的国情世情和各类

热点新闻，能够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周围发生的事件和世情，更全

面、客观地认识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引导学生深入了解重大事件

的本质并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使学生可以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深度细致的专题分析，使得学生可以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建立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思想道德判断体系，树立其“报效国家”

的理想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