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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思想政治课议题式教学面临的教学困境以及解决对策
王　伟

（宁波荣安实验中学，浙江 宁波   315012）

摘要：学生核心素养越来越受到重视、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逐渐深入到各种教学实践的背景下，构建活动型的课堂教学成为了教学

模式发展的重要方向。议题式教学通过组织围绕议题的讨论活动引导学生思考，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在议题式课程中，学生通过探究

生活问题，摸索总结规律，并最终论证自己的结论。这种带有思辨性的教学模式和思政课程相适应。在髙中思想政治课中，引入议题式

教学，引导学生参与课堂讨论，能够打破传统的僵硬化教学模式，拓展学生的思维。构建活动型学科课堂，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塑造与培

育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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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议题式教学的必要性

议题式课堂以议题的形式呈现，学生基于议题进行讨论、思考，

有效参与课程学习，课程具有比较强的思辨性。议题是教师根据

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选择的有价值的话题。

议题与学生讨论活动结合，为学生创造交流和讨论的平台。

议题式教学以学生为教学主体，在教育中关注学生的参与和学习

情况，以学科知识学习和核心素养的养成为目标。

高中思政课程本身具备强烈的思辨性，与议题式教学模式相

匹配，在高中思政课中开展议题式教学需要教师围绕思政课的课

程特点，将议题和教学有效融合，让学生通过探讨议题，养成思

政核心素养。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中开展议题式教学有助于教师立足于课程

学科特点，以立德树人为主旨，结合实际的教学内容，合理设计

议题讨论活动，便于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充分进行交流和讨论，

尽量发挥自己的思想，将正确的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

社会核心主流思想融入其意识当中，使其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与

选择。

二、议题式教学存在的困境

（一）无法建立有效的议题

有效的议题是议题式教学的基础。议题应具备辩证性、生活

化特点，应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从而引导学生思考。议题还应具

有辩证性，议题是用来讨论的，思辨性是其根本性质。

议题一般不设统一的标准答案，它鼓励学生自由思考、多个

维度去看待问题，以发展学生的辩证思维为目标。但是当前思政

课程开展议题式教学模式的经验积累不足，如何建立有效的议题

成为困扰议题式教学模式开展的重要问题。

（二）无法创设有效的情境

议题式教学要体现情境，用情境生成课程。议题情境给学生

创造一种讨论和交流的环境，能够引导学生讨论话题，引导学生

抓住议题的本质。但是在教师内创设贴近真实情景的议题情境是

影响议题式课程开展的另一大困扰。

教师一般通过多媒体视频、音频创设议题情境，针对议题，

布置相应的教学场景，随着不同视频和音乐的设置与调整，学生

的情绪也能够被调动起来。由于议题是与学生讨论有效联系的，

所以情境创设是议题式课程的重要过程。

（二）学生学习准备

学生在议题课程前需要收集相关材料以支持后续课程的讨论。

在议题课程前，议题会公布给学生，学生结合议题题目去搜集相

关的材料，整理材料，理清思路，建立完整的逻辑思维，以使其

在讨论和交流的过程当中，探索找到议题的切入点，加深学生对

相关问题的深入认知，拓展学生的视野，促进深度思考。

学生在收集和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可以记录问题，在后续讨

论中解决自己的问题。提升自己在讨论过程当中的质量和效果。

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应抓住议题的关键辩证信息，用自己收

集的资料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证据，学生有多种途径去对相关的资

料和信息进行调査，找到自己所讨论问题的关键环节。

但是受学生的学习自主能力发展水平限制，学生在证据搜集、

学习额问题总结、辩证矛盾抓取等方面都存在问题，这也影响了

议题式课程的开展效果。

三、高中思想政治课议题式教学对策

（一）把握课程目标，设计思辨性议题

议题的设计直接影响后续议题讨论活动和课堂效果，直接关

系教学目标能否达成。因此，教师必须要设置好议题，有效兼顾

核心素养目标和课程内容。议题的设计要体现出辩证性。议题整

体决定了课堂的逻辑思路，主导了整节课程的逻辑走向。

设计议题时要充分结合思政课的辩证性和核心素养目标，整

合课程关键信息，构建结构化的学习知识，使学生在议题过程中

养成核心素养。议题教学以学生自主思考、讨论为主，具有较高

的开放性。

议题式要以学生自主讨论为课程内容，引导学生思考议题、

关注议题中的辩证性内容。每一个议题都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学生组织好逻辑思维，自圆其说即可。

思想政治课是一门与实际生活紧密相关的课程，具有很强的

时代性，议题可以是与社会生活话题相关的。

如，以《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这一课为例，教师可以设计如

下的四个议题，引导学生对世界文化进行理性思考 。

第一个议题是：“举例中泰两国的传统节日及其文化习俗。

分析庆祝新年时，两国的庆祝活动和节日习俗有何异同？”

第二个议题是：“世界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第三个议题是：“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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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

这四个议题之间，彼此是递进的关系，环环相扣，凝聚了整

体的课程设计思路，对学习进程的顺利展开具有显著作用。

（二）情境导入真实有效且层层深入

议题情境创设既要做到真实有效、层层递进。议题情境不光

要展示片段情境，还要引导学生有效思考，引导学生对较为复杂

关系进行思维的叠加和整理。

学生可以结合议题场景和个人生活经历，形成自己的认知和

理解，并抽出议题的本质，提取议题的关键要素，产生更多的主

观性想法。如上文《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这一课的四个课题，围

绕着所讨论的议题，展开了三个场景。

场景一，展示中国和泰国两国的传统节日及其习俗。展示中

国庆祝新年的情境和泰国庆祝新年的情境，通过晾着对比，让学

生对世界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形成基本认识和了解。

场景二，有一对夫妻，二人分别来自中国和泰国。在庆祝新

年时，两人发生了争吵。

场景三，这对夫妻最后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后决定在中国农

历新年回丈夫的家乡庆祝节日，在宋干节时候，回妻子的家乡过

泼水节。通过这三个场景的呈现，主要的议题思想就形成了。

（三）设计问题链条进行思维引导

在议题讨论过程中，教师需要对议题进行细化，通过问题链

引导学生分析议题。问题链是引导学生逐步深入思考议题的关键，

议题式课程关注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一种创新型课程组

织形式。问题链条由思想政治价值观所体现的具体问题组成，学

生在分析思辨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晰其中的是与非。

问题链打破了理论灌输和价值观的植入的教学模式，它通过

有效的思维引导和对话讨论实现教学目的。这是对传统教学方法

的一种有效革新，将交流与策划活动给予结合，也是学科课程设

计的重要目的。

问题链的设置要体现普遍智慧，具有开放性和思辨性，让学

生在思辨的过程中强化思维，思考议题。最终达成的共识具有一

定的妥协性，但能体现普遍智慧。就“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一课

的议题课程生成了三个子议题：

首先，中国新年和泰国新年是否既有相似性，又有区别？

其次，场景中这对夫妻最后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最后，世界文化呈多样化又具有差异性的背景下，我们应该

怎样对待世界文化？

为此，总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世界文化？三个子议题

层层递进，相辅相成、互相联系。

（四）引导学生达成讨论共识

议题式教学以学生讨论实践为课程组织形式，它与传统课程

更加注重理论性正好相反，议题式通过引导学生实践与思考，培

养学生的逻辑思维。

在议题式课程中，学生通过探究议题，摸索总结规律，并最

终论证议题结论，在讨论和交流的过程中，学生对议题进行思辨，

最终引导学生养成核心素养。

经过一轮一轮的思辨讨论比较，议题课程渐入佳境，课程的

新知识逐渐呈现出来。学生在讨论、辩证和妥协过程中，达成共识。

在讨论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同学和老师可以进行积极

的交流，这是一种思维纠正的过程，有助于实现更有针对性的教学。

就我们《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一课，这对夫妻应该如何做才

是尊重彼此的文化？如果你是这对夫妻中的一人，你希望你的丈

夫或者妻子怎样做？有学生认为他们两个人可以各自过各自的节

日，文化习俗不同，不必强硬要求。有的学生认为这夫妻二人应

该一起庆祝彼此国家的文化节日，这样才是对彼此文化的尊重。

学生们各持意见，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夫妻二人应该一起庆

祝彼此国家的文化节日，以此表示对彼此文化的尊重。这样在讨

论过程当中，学生们对文化差异性认识更深，养成正确对待彼此

文化差异的态度。

（五）课程评价，有效反馈

议题式课程具有开放性，评价可以对课程形成一定约束。议

题开放性课程下，教学评价应该体现出过程性评价，将结果评价

和过程评价有效结合。

教师应在评价中关注学生在课程中的参与情况、学习态度和

行为表现，对其进行真实性评价。由于评价具有真实性，所以教

师要通过对学生相关信息进行认真分析，对学生的行为活动进行

推断，并在践行过程中记录，进一步还原真实情况，更好地实现

教学目标。

评价注重综合性，就是指教师运用多种知识和技能，从多个

角度对学生课堂上的学习行为、态度和价值观进行综合性的考量

与评价。

四、结语

议题式教学作为一种开放式的课程，具有一定的思辨性，与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有一定适应性。议题式教学是一种有效的

创新性的教学方式，应该受到高中思政课程教师的重视。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可以对整个议题教学流程进行细致考量和规划，合理

组织议题式课堂，搭建开放性的思政活动课堂，培养学生的思辨

素养，提升思政教育质量，完成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为学生的

后续学习和生活提供更多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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