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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中职思政课议题式教学实践 
闫双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  214200）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职业学校思政课教学也有了新的要求，不仅要引导学生具备正确的思想品德与价值观，还要注重思

想政治课核心素养的培育。议题式教学是近年来思想政治课的典型教学模式，文章以《哲学与人生》第二单元“辩证看问题•走好人

生路”为例，围绕课标核心素养要求，确定议题，创设议题情境，设计议题教学环节，探讨议题式教学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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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teaching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based on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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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ing in Chinese vocational 

schools also has new requirements，not only to guide students to have the correct ideological and moral character and 

values，but also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ore qualit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opic-based 

teaching is a typical teaching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econd 

unit of "Philosophy and Life"，"takes the road of life" as an example，centering on the core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standard，determines the topic，creates the topic situation，designs the topic teaching link，and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opic-bas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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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思政课肩负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是中职阶段学生要学习

的重要文化基础课。尤其是 2020 年中职思政新课标出台后更是将之

前的“德育”课更名为“思想政治”课，新时代思想政治课的作用

愈发重要。中职新课标明确思政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作用，指

出思政课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课程，要始终坚持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课强调对学生的核心

素养培育，明确核心素养体现为能够系统的、综合的运用知识解决

问题的能力，是学生未来生活中所必须具备的重要能力和关键品格。

当下，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议题式教学是实现以上目标的一种典型

教学模式。文章以必修 3《哲学与人生》第二单元“辩证看问题•走

好人生路”部分实际教学为例，探究运用议题式教学培育学生的核

心素养的具体策略。 

一、明确核心素养目标，坚持全面性与发展性相统一。 

2020 新课标提出中职思政课的学科核心素养包括五个方面，即

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新课标出

台后教学目标在传统的三维目标基础上增加了素养目标的内容，教

师在教学前首先要目标明确，不仅要确定三维目标，更要明确核心

素养目标。依据新课标、教学内容和中职学生特点把素养目标和教

学目标有机融合，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宗旨。 

中职思政必修 3《哲学与人生》第二单元新课标列出的教学内

容为“了解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积极面对人生遇到

的矛盾，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懂得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

恒发展的，学会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认识和处理人生道路中的各种

问题，坚定信心，脚踏实地走好人生路。”基于单元教学内容和教学

目标，将本单元的素养目标明确如下： 

课 题 核 心 素 养 

矛盾观点与人生动力 
认同政府直面矛盾的勇气和解决矛盾的决心（政治认同）﹔直面未来职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将内外因相

结合，促进未来职业发展（职业精神）﹔发自内心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不违反法律不违反行业规范（法治意识）。

普遍联系与人际和谐 
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认同）﹔学会共处，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健全人格）

﹔全民防疫，人人有责，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为构建和谐人际关系贡献自身力量（健全人格）。 

发展变化与顺境逆境 

明白逆境是不可避免的，直面未来职业发展过程中的逆境（职业精神）﹔坚定新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

准备走曲折的路（健全人格）﹔用发展的观点分析和解决生活中的现象、问题，从点滴小事做起，运用多个活

动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公共参与〉。 

二、精选议题，做到学理性与政治性相统一。 

议题不仅要与学科教学内容相融合，又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议题式教学不仅要突破教学重点，更要解决教学难点，而且对实际

问题的解决要起到引领性作用，具有实践价值和意义。采用议题式

教学能否促进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前提是要确定合理的议题。 

新课标每个章节虽然都给出了主议题建议，但这些主议题普遍

比较宏大和抽象，还需进一步细化。基于主议题的子议题应该具备

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灵活性，需要学生经过探究思考才能解决，议

题的解决过程就是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过程。根据新课标和教材精

选议题，能用的议题很多，但只有能引起学生兴趣的议题才是有效

教学的关键，因此议题的选择要充分考虑学生兴趣，从学生生活困

惑中产生的议题更能吸引学生注意力。议题也可以从学生关注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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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热点中选择，还可以从学生的专业课学习中挖掘。无论议题从何

处产生，思政课教学选用的议题首先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导

向，这是思政课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教学目标的前提，同时，议题要

与教学内容相符合，这样的议题才有探讨的意义。兼顾学理性和政

治性的议题，在实施的过程中会自然渗透核心素养的培育，会达到

润物无声的效果。 

笔者，在执教“矛盾观点和人生动力”部分教学时，考虑以上

原因，基于新课标提出的主议题于学生专业实习中挖掘议题情景，

设置如“学长要不要接单”“学长能不能接单”“学长应该怎样接单”

三个层层深入的子议题。子议题的设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重

学生法治意识和职业精神核心素养的培育，做到了学理性和政治性

的统一。 

课题 教学目标 主议题 议题情景 子议题 

矛盾观点与 

人生动力 

掌握矛盾分析法的意义，

积极面对人生遇到的矛盾，在

解决矛盾过程中不断成长。 

为什么不能

回避矛盾？

“学长的烦恼”（见

下文） 

子议题 1：学长的烦恼体现了矛盾的什么特征？ 

子议题 2：学长要不要接单？ 

子议题 3：学长能不能接单？ 

子议题 4：学长应该怎样接单？ 

三、创设议题情景，坚持专业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职业教育的目标是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新课标（2020）》提出中

职德育课程要彰显职业教育特色，因此，议题的设置要与学生的未

来职业生活相联系，依据议题，利用或设置职场场景，有机融入职

业道德、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培育学生的职业精神。

也可以与专业课程相配合，形成跨学科协同育人合力。强化与职业

能力密切相关的学科核心素养培养，满足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

同时，鼓励学生走出学校小课堂，走入社会大课堂，通过实践分析

社会现象背后蕴含的哲理，深刻理解其丰富内涵。议题情景的设置

做到专业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借助合理的议题情景设置培育学生的

学科核心素养。 

例如笔者在执教“矛盾观点与人生动力”这一课题时，以“为

什么不能回避矛盾”为总议题，探讨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灵活矛盾分析法的意义。在总议题下设分议题，结合学生所学的建

筑工程专业创设学长在施工中遇到的问题即“学长的烦恼”情境：

从事建筑施工工作的学长在给客户进行装修时发现客户家一堵墙恰

好横在中间，正巧这道墙还是建筑承重墙，客户在多次劝说之下，

依然坚持要在承重墙上开门，而且有的装修公司承诺可以直接拆除。

疫情当前，装修业务量锐减，不答应客户要求，客户就要跑单。公

司面临艰难抉择，不满足客户的要求，就会失去客源，难以生存；

按照客户要求去做，在承重墙上开门，存在安全隐患。议题情景的

设置指向学生所学专业和学生的未来职业发展，并基于情景设置合

理的议题，引导学生自主分析构建学科知识，从而实现议题式教学

中议题情景设置的专业性和发展性。 

四、调控议题环节，体现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 

《新课标（2020）》明确提出要实现“课程内容活动化”“活动

内容课程化”，因此，中职思政教师在设计议题式教学活动时要注重

把教学内容与议题自然结合，并在议题实施环节做好监督与调控。

关注议题环节，对于学生正确的回答给予支持与鼓励，如果学生回

答有所偏差及时予以引导，对于学生错误的回答及时给与纠错，并

引导学生间自主修正，实现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相统一。 

例如在设计《普遍联系与人际和谐》这一课的活动设计时，笔

者通过时事热点俄乌战争来创设议题情境，首先，发挥学生主体作

用，布置分组任务，通过自主搜集材料直观地感受战争对世界经济、

政治、我国粮食和能源以及国民的影响，教学过程中教师适时引导，

帮助学生明白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限复杂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每一

个事物都是这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中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这一哲学原

理。同时，在分析和探讨的过程中，让学生真正认识到和平来之不

易，从而自觉地去珍惜和平、珍爱和平，培育学生的政治认同核心

素养。 

五、落实综合评价，做到过程性和增值性相统一。 

传统的思政课堂评价多集中于思政理论知识评价，这与新课改

理念和议题式教学的初衷是违背的。议题式教学主张在教学过程中

开展过评价，因此，评价应该是适时、适度的即刻性评价。 

在议题教学的每个环节都设置观测点，适时指导活动进程，及

时关注落后学生。课堂中利用学习平台，记录学生参与课上活动的

表现状况，并通过数据反馈找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以学

生为中心，以学定教。以多维度过程性评价为手段，提升学生核心

素养。同时，落实综合性评价。学生参与议题活动的成绩由学生自

评、组间互评、教师评价以及课堂评价等共同构成，体现教学评价

的多元、真实和有效。 

培养学科核心素养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载体。

教学基于章节相关的学科核心素养目标去设计和实施议题式教学，

旨在通过议题式教学的实施帮助学生素质重要品质和关键能力。教

学中以议题为纽带，议题或子议题贯穿教学过程的始终，坚持一课

一时政，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教学内容中，

旗帜鲜明地表明正确价值取向，润物无声地加深学生的政治认同。

教学过程注重以学科知识为载体，结合学生专业特点，融入职业精

神，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满足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精选

学生生活案例，设置生活化的议题情景，帮助学生掌握哲学原理的

同时，明确方法论意义，学会辩证的看问题，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

形成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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