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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式教学提升道法深度学习应用策略 
陆海霞 

（广州市白云区云雅实验学校  广东广州  510430） 

摘要：议题式教学作为是塑造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手段，是初高中学生在道德与法治学科教与学方式的延续，有利于学生

形成高品质的学习状态，顺利达成初高中教与学的一体化。通过在教学实践与研究中探索，在反思中总结，探讨了议题式教学对深

度学习的意义，从能力储备、环境适应、情景话题、任务驱动、评价方式等方面，阐述了初中道德与法治议题式教学的深度学习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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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teaching improve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Tao method deep learning 

Lu Haixia 

（Yunya Experimental School，Baiyun District，Guangzhou，Guangzhou 510430） 

Abstract：As topic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shape the core quality of students，it i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of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moral and legal subjects，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high-quality learning stat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iddle and high school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rough exploring in teach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and summarizing in reflection，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opic teaching for deep learning，and expounds the deep learning strategy of moral and legal topic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from the aspects of ability reserve，environment adaptation，situational topic，task driven and evalu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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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是教育的 终目标，而“深度学习”是实现目标

的路径，议题式教学就是实现目标的载体。2017 年版思想政治课程

标准对议题式教学提出了建议。其中议题要求既包含学科课程的具

体内容，又展示价值判断的基本观点；既具有开放性、引领性，又

体现教学重点、针对学习难点。围绕议题展开的活动设计，包括提

示学生思考问题的情境和路径、运用资料的方法、共同探究的策略，

并提供表达和解释的机会。这些建议很好地指向了深度学习，学生

必须是全身心地主动学习，要让学生去高阶认知，批判思维，解决

问题，能够与他人协同，这是人终身发展的重要能力。 

一、议题式教学对学科深度学习的价值所在 
1.深度学习贯穿议题式教学全过程。课程议题式教学反映的是

一种开放民主的教学理念，它渗透在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在确定议

题时，教师会从学生出发，指导学生把熟悉的、有价值的社会热点

通过交流沟通转化为课堂教学中的议题；确定了议题之后，学生便

会分组去进行信息的搜集，在这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调动自主能动

性，同时增强他们的沟通协作能力；接着是问题探究环节，学生可

以根据搜集到的信息进行交流分享，这些问题并无固定答案和对错

之分，只是为了锻炼学生的思维，增强能力； 后一个环节便是内

化反思，这一环节并不是教师灌输给学生的，而是学生经过一系列

的参与活动之后自己的一些感悟和体会。整个过程，能够增加课堂

教学的效能，加深学生对议题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2.议题式教学提升学生深度学习能力。议题式教学是对传统教

学方式的革新，它强调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从议题的

选择到内化反思都有学生自己的参与。这有利于更好地关注学生的

意志品质和涵养高度，落实五育并举，全面发展学生的素养。通过

问题情境的创设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促进学生转变学习方式，

在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实践能力；

有利于引领学生深度学习，促进学生思维范式的转变，挖掘知识的

内在吸引，抓住深度学习精髓，展示教学活动的魅力，促进学生成

功学习。 

3.议题式教学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议题式教学一方面通过议题

情境提高学生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的认识，培养学生

公共参与的热情；另一方面，通过议题开展教学活动，提高学生辩

证思考的科学精神。同时，议题式教学通过对规则的商议，对社会

法律法规的思辨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并引领学生在政治认同中参

与社会，学会担当。 

二、议题式教学对学科深度学习的实践思考 
笔者以九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民主与法治》议题式活动课作为

探讨对象（只呈现部分议题式教学流程），重点讨论议题式教学对学

科深度学习的效果。 

议题背景：乱扔垃圾、不文明养犬等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不

文明行为，未来或将依法予以曝光！2019 年 7 月 10 日上午，由广

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广州市司法局联合举办《广州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立法听证会举行。 

议题呈现：一、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不文明行为依法予以

曝光是否合法、合理。二、七项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纳入重点治

理清单是否合适的问题。 

活动形式：听证会。 

议题准备：（一）教师引导：1.参与听证你在行使什么权利？2.

为什么政府需要举行听证会？意义何在？3.听证会的程序如何？4.

听证会中我可以有怎样的权利？5.听证会的焦点内容是什么？我的

了解程度如何？6.我参与听证，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我能否自由地

表达？7.我要怎样表达？（二）学生准备：熟悉听证会流程，进行

听证组人员分工（政府组、政协委员组、律师组、社区市民组、人

大代表组），查找《广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进行学习，各组别根

据所代表身份针对议题收集资料，撰写听证发言稿。 

活动流程：1.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宣布听证事由以及

听证主持人、记录人、陈述人和听证代表名单，宣布听证会纪律；

2.听证陈述人说明决策事项的内容、依据、理由和有关背景资料；

3.听证代表质询、提问和发表意见；4.听证陈述人答辩；5.听证陈述

人和听证代表就听证事项的主要事实和观点进行辩论；6.听证代表

作 后陈述；7.听证主持人总结归纳各方的主要观点和理由，宣布

听证会结束。 

效果评价： 

第一，深度学习意味着理解与批判，意味着联系与构建。从认

知层面看，议题式教学将此三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学生不再处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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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一问一答式问题解决中，而是运用收集资料、筛选信息、表

明观点、汇集意见、列出论证归纳结论、组织文本、阐述表达等一

系列学习方法方式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迁移能力。

比如，“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不文明行为依法予以曝光是否合法、

合理？”的论述，法律组从法律角度支持曝光行为，列举法律条文、

列举实际事件、分析法律作用、提出依法治国要求等；市民组表达

欠妥意见，从隐私权的保护、规则的作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社

会服务令等提出要完善恰当的处罚方法；人大组表明坚决支持的立

场，从社会风气营造、文明的重要性、法律的国家意志表达等阐述

可行的必要性等。这这样的氛围中，学生有逻辑地解释、慎重的讨

论、批判地思考，学生处于一种高阶认知阶段，将所学到的知识应

用到实际生活中来解决问题，既培养提升了中考四大能力，也促进

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第二，深度学习意味着迁移与应用。从情感层面看，学生是全

身心地主动学习去探究，而不是教师安排了学习任务才去完成。在

收集反馈的资料中，学生不仅对本国地方性的相关实例进行了调研

分析，也收集了国外相关事件素材进行对比参照。比如，在“七项

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纳入重点治理清单是否合适的问题？”中，

学生还提出了比如公共场所言行举止、文明出行、文明饲养宠物、

高空抛物等行为也需要纳入此行列。由此可见，学生对学习的内容

充满兴趣和积极性，真正关注了生活，理解了生活，感悟了生活，

学以致用。 

第三，深度学习意味着组织协同与提升。从人际状态看，课堂

不再是几个学生的发言，而是几乎全员参与的过程。政府组别有主

持人、有记录员、有 后的总结陈述人，其他组别有由组长进行分

工协调，既包括陈述组（有主陈述人、次要陈述人、记录员等），也

包括资料收集组（有组长、组员等）。整个过程学生在自我接纳的同

时，也要接纳同伴，能够与他人协同，这是人终身发展的重要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积极地与同学及教师产

生互动和交流。 

三、议题式教学助力学科深度学习的策略分析 
（一）议题式教学需要建立教师的能力储备，为深度学习做好

引领 

议题式教学更强调思想政治课的价值导向性和针对性，是立德

树人的必然要求。作为教师，用议题式教学引导学生的深度学习，

要脑中有“标”，更新理念；心中有“数”，把握本质；目中有“人”，

以学定教；手中有“法”，让学引思；指导学“法”，培养习惯。教

师要自觉转变观念，不断学习，更新知识，通过议题的引入、引导

和讨论，推动自身转变教学方式，使教学在师生互动、开放民主的

氛围中进行深度学习，更自然地将核心素养教育融入到教学中，内

化为学生的自觉行为，落实好“怎样培养人”。 

（二）议题式教学需要建立对应的环境适应，为深度学习构建

场景 

在进行议题式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通过议题创设优化学习环境，

而且这样的学习环境应当以形成适当的议题为基点，为学生提供主

动学习的情境。如，九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民主与法治》议题式活

动课以听证会的形式进行。在教室布置的时候，就是听证会的圆桌

会议，有水牌标识组别，有会议大背景投射，有摄像监控全过程。

在这样的环境场景下，学生的角色代入感强，真正表达了角色，追

求与身份适应的话语体系表达。 

（三）议题式教学需要建立适当的情景话题，为深度学习提供

支架 

在情境中，学生对议题形成自己的理解，并选择已有经验和科

学知识来解释新问题，当发现原有知识经验不足以解决新问题时，

就会发生认知冲突。如“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不文明行为依法

予以曝光是否合法、合理？”的论述中，特别是法律组，在对自己

储备的法律知识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就会通过与周围环境，包括同

伴（相互讨论）、教师（咨询交流）、社会（专业人士）和文本（资

料查找）之间的互动，并基于其原有知识主动构建或创造新的知识，

以解决新的问题，这种学习已经超越了书本，形成对这种认知的深

刻的社会性思考。 

（四）议题式教学需要建立明确的任务驱动，为深度学习搭建

阶梯 

“任务驱动”推动议题式教学的开展，要使得学生能够深刻获

得，所以在设置学习任务时要呈现复杂的、有意义的任务情境，让

学生在真实的任务中来学习隐含于任务中的知识点，也就是通过一

个个的“任务”来“驱动”学生对知识与技能的意义的构建。如“七

项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纳入重点治理清单是否合适的问题”中，

任务设置由浅入深：七项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涵括哪些方面？你

是否认可这七项？如果不认可，还可以加入或者替换哪些不文明行

为？ 社会认可与你的认可是否具有普遍的一致性？如果是你，你怎

样考虑条例在不文明行为方面的陈述更加完善？在这一系列的驱动

中，学生除了查找资料，甚至会进行问卷的设计与调查，去让重点

整治的不文明行为清单更加合理与完善。这样，既能提升他们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进而提升他们的政治认同、科学精神、

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等核心素养。 

（五）议题式教学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方式，为深度学习丰富

成果 

议题式教学评价更侧重于过程性评价，是一种质性评价，更专

注于核心素养的行为表现与收获，全面、开放、多层面的评价每一

个学生。如学生九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民主与法治》议题式活动课

中的表现，在评价量表中既注重各组长的领导、协调能力，注重组

员参与的积极性、资料收集的有效性、注重活动中学生的思辨、表

达、礼仪等，也注重活动后提交的方案与个人参与反思等。基于学

生的评价，鼓励学生运用相关学科知识和技能，基于不同经验、运

用不同视角、利用不同素材，表达不同见解、提出不同问题解决方

案，实现了从关注知识到关注素养的转化，有利于扩展学生的视野、

深化学生的思维，形成学生个性化的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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