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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学思想政治课对当今中学思

想政治课建设的启示 
袁兆博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本文概括了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发展阶段，将我国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发展分为了四个阶段，分别是中学思想政治课的萌芽

阶段，蓬勃发展阶段，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期以及新时期的思想政治课对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详实的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各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对当今思想政治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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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阶段及启示 

（一）孕育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小组的所在地，同时，上海大学也

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个坚实的教育阵

地，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孕育在上海大学附属中学的，这一时期

的思政课主要是以北洋政府的《修身》《公约》为蓝本，将无产阶

级的教育内容融入其中，在各科教学中结合相关知识对学生进行无

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还有被誉为“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

的湘江学校，湘江学校在 1924 年下半年为适应国共合作后的新需

求，开设了农民运动讲习班，体现了我国思想政治课与时俱进的品

质。 

但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课还没有以课程的形式对学生专门进

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仍处于学校思想政治课的探索阶段。 

（二）初生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主要分为干部教育和普通中小学教育，前

者包括红军大学，步兵学校，特科学校，游击干部学校等，后者主

要有劳动小学，列宁小学等。入学年龄大致在七至十五岁，生源主

要为烈士子女，工农子弟，免费接受教育，根据地的中小学的思想

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苏区建设知识，革

命形势教育等。这些课程都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普及铺平了道路。 

（三）形成阶段——抗战时期 

抗战时期是思想政治课发展有所建树的一个阶段，卢沟桥事变

后，日寇大举入侵中国。在边区创办学校，在延安创办学校，为革

命培养人才成为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任务。这一时期边区学校

的课程建设主要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服务，尤其是政治课程，此课

程结合了边区实际以及抗日战争的形势而设立，既教授了革命知

识，又激发了抗日热情，尤其是 1946 年边区中学教育会议的召开，

政治教师第一次作为一个学科代表出席，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政

治教育课程的正式诞生。 

萌芽阶段的中学思想政治课经历了两次国内革命以及抗日战

争，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对当今我国的中学思想政治课的

建设有着极大的启示。启示着我们要时刻注意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

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要把握中学思

政课正确的政治导向，联系本时代的时代背景，与时俱进，理论联

系实际，建设中学思想政治课。 

二．中学思想政治课的蓬勃发展阶段及启示 

（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各地都设立了德育课程，各地自行设计

教学内容，虽然教学内容各不相同，但都强调对党和国家的热爱，

这一时期思政课的主要任务是破除封建陋习，封建残余思想，进行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教育。1951 年教育部开始着手统一政治课课

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发布《关于改定中学政治课名称，教学时数及

教材的通知》，规定初三开始《中国革命常识》，高中开设《社会科

学知识》等，每周二课时，由此开始，我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统一

了政治课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标志着新中国中学思政课的正式

设立。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956 至 1966 这十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一

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发生了转变，由建国初期的巩固人民

政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转为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在

此基调下，中学思想政治课的中心也发生了转变。57 年毛泽东同志

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编写新的政治教材，1959 年

教育部颁布了我国第一个中学政治课程教学大纲，标志着中学政治

课进入规范性阶段。64 年又颁布《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

课的意见》，统一了教材。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各方面

的实践中逐步完善，适应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发展迅速。

但在之后的发展中受政治形势的影响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左倾错

误。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之间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大论战，在其后

的整风运动中，少数右派的出现使得运动开始转向反击右派，党对

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了失误，使得思想路线陷入了左倾的道

路。这些政治活动同时也影响到了中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这一时期是我国思想政治课的形成与发展期，随着我党全面取

得政权，我国的思想政治课也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实施，期间取

得了大量的实践经验，理论得到了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了

极大贡献，但受政治形势影响，教材变动频繁，思想政治课程建设

也犯了一些错误，使得我国的思想政治课建设走了不少弯路。 

三．严重破坏期及启示 

1966 至 1971 年学校基本停课，自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课程体

系被破坏得七零八落。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被唯心史观歪曲了

基础。反革命集团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扭曲，空洞的强调政

治的作用。“否定一切”“革命大批判”的思潮引起了党内外思想混

乱，使教育方针也发生了偏差，大搞形式主义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

的时效性，败坏了思想政治教育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中学思想政治课的蓬勃发展阶段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十年动

乱时期的乱象更是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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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正确的思想指导当今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建

设。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避免把思想政治教育

同其他建设分割开来，为思想政治课塑造坚实的价值基础。建立完

善良好的监督机制，预防错误思潮的产生。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坚持正确的教育方针。 

四．新时期的中学思想政治课及启示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从根本上纠正了左倾的错误思

想，实事求是，开展真理标准研讨，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地位，使中学思想政治课回到了正轨。这一时期的中学思想政治教

育开始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将中国实际与中国革命

的具体任务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符合我国

国情。1978 年教育部出台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实施草

案》，初一初二设“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初三设“社会

发展简史”，高一设“政治经济学常识”，高二设“辩证唯物主义常

识”，1979 年 4 月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

提出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相关单位编写新教材，初步恢复了正常

的教学秩序。1980 年 9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印发改进和加强中小学

政治课的意见的通知》，明确了中小学政治课的地位和任务，改进

课程设置，编写教材，保证教学时数，提高教学质量，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课契合当时“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的思想，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准确传授。但过分强调课程的

理论性和系统性，仍残留着“左”的痕迹。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学思想政治课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社会面临着物质

财富与精神建设脱节的境况同时也经受着西方自由化思潮的冲击，

针对这些困境，邓小平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即培养“有理

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新人，其中道德与纪律是最为重

要的。1986 年出台了《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实验教学大纲（初稿）》，

该文件完善了课程设置，将过去的课程调整为《公民》《发展简史》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常识》《共产主义人生观》《经济常识》《政治

常识》，实行一纲多本。1991 年，江泽民强调对中小学生乃至大学

生进行由浅入深的近代史，现代史和国情教育，为中小学课程内容

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这一时期的课程主要是为了适应现代化服务，教学内容的更新

为主要任务，思想政治课作为学科名称正式使用。 

（三）深化改革发展的阶段 

1992 年，小平同志发表了南巡讲话，提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

要硬，这一时期出台了《全日制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试行）》

为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注明了方向，1994 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新时期的教学内容

和方法的改革意见。1995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学思想政治

课教学工作的意见》出台，明确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的

任务，完善了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建立思政课的教

学评估制度，改进考试方法，加强对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的领导和

教师队伍的建设。 

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课在课程行政管理体制上开始打破集权

制，确立一纲多目，按照初中和高中阶段划分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

规范了各年级教学的范围，结构。课程内容增加了邓小平理论内容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识。但这一时期的一些问题启示我们要充分

考虑学生学习的特殊性，要建立中学独有的课程内容，不要受制于

高校的政治理论体系，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四）新世纪的思想政治教育 

世纪交替之际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信息化的时代，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卓有建树，在这一背景

下，思想政治课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国家教委于 1996 年 6 月印发

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这是诸学

科中第一个课标，体现了本学科的特殊性与重要性。1997 年出台了

《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

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和初中思政课划分为一个阶段，高中思想政

治课划分为另一个阶段。《课程标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

中心来指导教学，进一步完善了思想政治课的内容体系。2001 年，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出台，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改

革的全面开始。 

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课基本建立了课程体系，推进人才培养模

式的变革，推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转

变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推行素质教育，为我们新时代的素质教育

建设提供了直接的经验。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课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由

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转变意味着我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进

入了新的阶段，对国民素质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八

大报告提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

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

班人和建设者”。对思想政治课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学思想政治课

要以和谐统一为基本价值导向，以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工作引领，加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理想信念和中国梦教育，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党史，国史教育，法制教育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教育。 

新时期的中学思想政治课从 1978 年至今经历了 42 年的发展，

历经了数个历史时期，也留下了许多时代的烙印，为我们当今的中

学思政课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启示我们要要充分考虑

学生学习的特殊性，建设中学独有的课程内容，推行素质教育，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重视对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实现课程功

能的转变，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建立与素质教育理念相一致的评

价体系，树立以人为本的学生观，为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服务。 

作为中学课程中的必修课程，思想政治课一直是中学德育工作

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中国特有的，区别于其他国家课程的标志。

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是它的突出特点，同时，其不可避免的受

时代发展的影响与局限，成为国家意志的晴雨表。本文通过对中学

思想政治课程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以史为鉴，

从中找出对我们课程建设有益的启示，避免课程建设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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