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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教学在教学目标实现过程中对于学生参与的强化 
尚瑶  陈浩宇 

（渤海大学  辽宁锦州  121013） 

摘要：议题式教学是在新课改背景下诞生的一种新型课堂教学方式。议题教学通过议题贯穿引领课堂全过程，通过“议”培养

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议题教学应该破除流于议题教学形式以启迪学生认知，要直面对于

真理立场的正确阐释，此外还要拓展教师议题教学能力促进教学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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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除流于议题教学形式达到启迪学生认知 

（一）实现议题教学为教学目标实现服务 

议题的设置是一门精妙的艺术，它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效

果，在议题的设置和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议题教学

的实施不可偏离教学目标的设定。在课堂教学中，有的教师只追求

教学过程的多样化，忽视了教学过程要为教学目标服务，看上去是

热闹的课堂，实际收获却寥寥无几。其次，“议”要有效益，议题

在设定的数量不宜过多。有的教师在一堂课中设置了十多个议题，

让人眼花缭乱。看上去时时在“议”，但又不知道“议”的如何，

也不明白为何而“议”。第三，议题情境的创设不能为创设而创设，

不能使情境和议题脱离开来。议题应选择学生熟悉的、感兴趣的内

容，为教学目标实现服务。第四，议题选择应有意义[1]。有的教师

在进行课堂活动时，把一些简单的概念和常识性的知识也当作议题

来讨论，但这反而降低了课堂效率。教师应选择有思辨性的话题作

为议题[2]，以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教学目标的实现。如果将

“社会主义是什么”作为议题，这只是简单的事实陈述，并不能作

为议题。最后，教师要参与到议题的过程中去，深入到每个学习小

组中。教师需要明确学习的任务和要求，合理控制学生讨论的时间，

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并给予适时的指导。教师不是学生活动的“旁

观者”，而是“参与者”和“指导者”。 

（二）议题教学为实现学生内化和外化服务 

识记政治课的课程内容本身并不是教学目的本身，而是要引导

学生将已经学习到的知识内化并应用于实际行动当中。只有先内化

于心，才能外化于行，教学是为了实现二者的统一。通过思想政治

课课程教学，使学生能自觉地进行内化和外化，既是教育的目的，

又是教育的结果。传统的知识教学忽视了培育学生利用已有知识解

决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要学会诱导学生动手去做、动脚去走，这

样才能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动起来。此外，教师可以设置

问题解决类议题。例如，在进行“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这一课的

教学时，可以设置“在个人收入分配过程中如何提升人民的获得感”

为议题，学生通过分析讨论，认识到个人应承担更多的义务，通过

正当手段和诚实努力的劳动来增加收入。这节课通过抽象课本知识

和真实社会情境的结合，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了

学生运用学科知识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价值观获得

学生认同、转为学生内在的同时，学生也受到正确理念的引导，做

出了正确行为，教学也就取得了实际效果。 

（三）通过议题教学促进学生素养发展 

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是高中政治教师的一个重

要任务，也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重要途径。高中阶段是青少

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养成良好行为的

关键时期，教师更应该把握这个关键期，促进学生素养的全面发展。

首先，教师应以学科大概念为中心合理选择活动议题[3]。围绕学科

大概念来选定议题，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和认识知识的内涵与

本质，促进知识向素养转化。以“人民代表大会：我国的国家权力

机关”一框为例，这一框主要围绕“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学科大概

念进行讲解，教师可以将“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如何行使职权”

作为议题进行活动。这其中，教师要明确学科大概念的定位，如本

框中的“人大”和“人大代表”是关键概念，而不能将他们作为学

科大概念混淆。其次，教师要分析学情，基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选择符合学生兴趣和生活的内容创设议题情境。在培养“政治认同”

核心素养时，教师可以设置社会实践类议题。例如，在“我国的根

本政治制度”教学时，教师可以设置“了解人大代表”为议题，把

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组织学生走访人大代表，了解其产生方式、

活动内容和主要职责，以此让学生感悟“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

培养“科学精神”核心素养时，教师可以采用辨析式议题。例如在

“法治社会”教学时，教师就可以设置“社区居民该不该养狗”的

辨析式议题，通过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分析和讨论，引导学生做出正

确的判断，以此来增强学生的理性精神。在培养“法治精神”核心

素养时，教师可以采用实例性议题。例如在“积极维护人身权利”

教学时，可以引入身边的校园暴力事件，设置“未成年人应如何在

生活中保护自己”议题，引导学生理解自己所拥有的权利与义务。

在培养“公共参与”核心素养时，教师可以采用模拟实践类议题。

如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教学时，设置“村规民约如何定”议题，

指导学生模拟村民身份提出建议，体验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幸

福感，增强社会参与能力。最后，教师要构建以小组为单位的学习

共同体，基于个体认知风格差异实现最佳分组。 

二．议题教学直面对于真理立场的正确阐释 

（一）运用议题教学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为保证思政课堂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议题的选择十分重

要。议题选择应以学科知识为基础，深度挖掘教材内容背后的政治

认同素养。其次，议题选择要贴近政治生活，使学生面临真实的政

治生活情境。此外，教师要创设使学生陷入思维两难境地的、具有

思辨性的议题情境，这样能使学生在进行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形成正

确的价值观念和政治认同。例如，在“侵权责任与权力界限”教学

中，引入“过失方是否要承担全部责任”这一议题，先让学生独立

思考，然后再将学生进行适当分组，进行小组讨论，最后明确无论

行为是故意或过失，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学生在思维的

激烈碰撞中，逐渐形成了正确的观点，通过小组辩论的形式，获得

了正确的价值认同和政治认同，思维得到升华。最后，课标将高中

思政课堂定义为学科性活动课程，这就需要教师改变以往单纯传授

惰性知识的教学方式，转变为让学生投身社会实践的教学形式。例

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前收集相关资料，参观红色展览馆，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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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网页，聆听演讲等，使学生加深政治概念。也可走访相关模范

代表或工作人员，这样既能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也能使学生切身

聆听来自社会的声音。  

（二）把议题教学作为实现教学初心的有效教学形式 

教师为成长为“四有”老师，首先要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这

是决定着我们的立场和行动的“灯塔”。作为和青少年接触频繁的

重要人物，教师在学生肩负着重要责任。在进行教学活动时，可以

播放英雄人物的相关视频，同时适用低沉的声音把学生也带入到气

氛当中，帮助学生树立爱国心和使命感。其次，教师还应具有道德

情操。教师要保持良好的道德习惯，展现高尚德行，通过传授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成果，采用辨析式议题等方式，培养学生

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三，教师要有扎实学识。

教师应广泛地涉猎多学科知识，运用多种角度思考问题，开拓自己

的视野，才能在议题的设计时拓展新思路，给学生不一样的体验。

最后，教师要有仁爱之心。作为一名教师，既要热爱教育事业，也

要爱护学生。教师要了解学生，关心他们的生活，选择学生感兴趣

的、思辨性的话题或问题，促进学生将外在的知识转化为内在的情

感信念，在情感信念的指导下行动，达到知情意行的统一。 

（三）通过议题教学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高中思政课要求面对全体学生，培养学生全面、多样和个性的

发展。首先，教师要充分认识到个体存在差异。在教学中教师要秉

持因材施教理念，开发学生的潜能，为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机

会。其次，教师要创设宽松和谐的议题氛围。教师要秉持仁爱之心，

改变传统的说教形象，积极主动地和学生构建民主平等的关系。第

三，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在议题教学中，

教师要通过一定情境的创设，使学生经历层次不同的实践活动，提

高学生的社会实践的能力。例如，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

用”教学时，选取“奶茶店经营”作为背景，设置“投资奶茶店的

利与弊”议题，安排学生走访调查周边的奶茶店了解情况，并写出

调查报告和总结。第四，教师要对学生的议学活动给予进行合理的

反馈与评价。教师要依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制定各自的标准去衡量，

使每个学生都能体验到进步的乐趣。此外教师要注意到，在议学的

过程中，教师不能只偏重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忽视后进生或者性格

内敛的学生，教师要做到一视同仁，使学生健康发展。 

三．拓展教师议题教学能力促进教学预期 

（一）把议题教学与提高教师专业素质相结合 

议题教学的效果达成和有效实施，关键在于教师[4]。教师不仅

是议题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更是参与者和践行人。新课改的运

行，呼唤着教师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把握时代的脉搏。第一，

高中思政教师要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素质。作为一名专业的思想政

治教师，应具有较深厚人文社科知识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将二

者协调统一，发展成为个人独有的实践知识。第二，教师应提高自

己的专业能力素质。教师要提高自己的教育能力，通过议学活动实

现思政课堂的育人功能。其次教师要提高教学能力。教师要合理设

计议题，选取一定的内容组织教学。教师还要具备课程开发能力和

教育研究能力。教师要善于利用现代网络资源，开发选取更多的知

识进入课堂，同时保持对自己教育实践的反思能力。教师还要做好

教学机智准备，机智地面对和发现课堂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第三，

思政教师要提高专业情意素质，爱岗敬业，紧跟新时代的课程要求。 

（二）通过议题教学促进教学研究力度 

在新课改的背景下，高中思政教学也经历着教学方式和教育理

念的变迁。为了进一步提高高中思政课堂的议题教学效果，教师应

加大教学研究的力度，使议题教学更有效率。首先，学校和教师要

加大对教材的研究力度。部分学校存在着对政治学科和教材不够重

视的问题，对政治学科的研究力度不足或流于形式。部分教师也对

教材内容和教学设计的把握程度不够深刻，未能全面利用优质教学

资源，影响了教学效果。针对这些问题，学校和教师要注重对学生

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明确思政学科的重要意义和地位。教师

要设计包括校外实践活动的议题，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其次，还要

加大对课标的研究力度。高中政治新课标是新课改过程中最为重要

的纲领性文件，是国家制定的指导教学活动的依据。研究课标有利

于更好地指导教学，取得更理想的教学效果。新课标要求教师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更新教学手段和内容。在议题教学中，教师可

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图像声音和文字融为一体，把枯燥理论知识变

得更直观生动，使政治教学更具时代的气息。 

（三）通过议题教学促进新课程理念的实现 

高中政治课需要贯彻落实新课标要求的课程理念，帮助学生把

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关注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使观

念理论和生活实际相统一，通过议题教学活动改进教师的教学方式

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同时通过对学生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价，促进学

生的各项能力全面发展。首先，高中政治课通过议题教学帮助学生

把握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高中思政课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

通过循循善诱、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引领学

生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其次，高中政治课通过议题教学培

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构建活动型学科课程。新课程要求确立社

会生活和课堂的联系性，养成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习惯。教师

要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发展和眼下的实际生活，充分利用课本资源和

课外资源，将二者融合以提高教学效率。第三，高中政治课通过议

题教学改进教学方式。通过议题的讨论，可以拉近师生双方的距离，

教师能更好的倾听学生内心的想法，使学生创造力得到最大程度的

发展。最后，高中政治课通过议题教学促进学生不断发展。在议题

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教学评价的方式，从多维度全面评价学生发展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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