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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版)》明确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基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课程的

实施要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并通过议题的引入、讨论、探讨来促进教师教学方式的改变，引领学生体

验自主思考与合作探究等学习活动，从而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和建设活动型学科课程。在新

课标的基本理念的指引下，文章对议题式教学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运用进行研究，共分为三部分，在解

析议题式教学在高中思政课教学中的意义的前提下，提出该教学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给出了对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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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17 Edition of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rd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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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chools” clearly states that the basic task of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morality and cultivate studen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should b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social practice, and the introduction, discussion, and exploration of topics 
should be used to promote changes in teacher teaching methods, leading students to experience 
learning activities such as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cooperative exploration,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core literacy of student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build activi-
ty-based subject courses. Guided by the basic concep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topic based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courses, which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opic 
based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ing,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problems and reasons of this teaching method, and provid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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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议题式教学正日益受到高中思想政治学科的青睐，此教学法作为关注高中思想政治学科学生核心素

养培养的关键所在，作为促进思政课程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方向和着力点，已成为当前教学研究中的

重点课题。议题式教学可以让学生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能力，如

若把该教学法合理积极地应用在思政教学中，那么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思想政治教学实现立德树人的功

能。 

2. 议题式教学法在高中思政课教学中的意义 

2.1. 有助于构建活动型学科课程 

从 18 世纪起，就有诸位教育家的理论彰显出活动教学的思想意蕴，例如卢梭主张让儿童在活动中学

习，在经验中学习；裴斯泰洛奇、福禄培尔等也进一步完善了活动教学思想。当今新课标倡导的“课程

内容活动化，活动设计内容化”的活动型学科课程与活动教学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议题式教学则

是活动型学科课程的核心，随着议题式教学各个流程的展开，活动型学科课程也得以更完善的构建。首

先，议题式教学的步骤与活动型学科课程的实施彼此契合。活动型学科课程分为课程目标的表述、课程

内容的呈现、课程实施的要求、课程评价的保障这四个部分，这四部分与议题式教学的步骤是可以很融

洽地结合。议题情景呈现的过程体现了课程目标的表述；通过情景呈现也可以展示课程内容，学生通过

体验情景也展示了自主合作的学习过程；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客观合理地对

议题进行评述；对议题评述的过程展现了课程评价，学生通过评价结果更好地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参

与议题的积极性。其次，议题式教学是活动性学科课程的一个有效实践，议题式教学符合当下的教育理

念，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在传授给学生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进一步锻炼学生的思维逻辑

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这与活动型学科课程最后要实现的教学目标一致，同时议题式教学需要在活动中

进行，在活动中讨论、学习、思考等。因此，在课堂中实施议题式教学有助于构建活动型学科课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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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助于提高高中学生的核心素养 

议题式教学提倡学生在议中学，这体现在教学过程中的诸多方面。在教学设计上，选定议题的环节

充分发挥着学生的主动性，并通过与老师讨论确定议题，之后展开议题教学的各环节，在评价环节也需

要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在教学活动组织上，学生会按照情景体验、确定任务、合作探究、呈现结论的顺

序进行议题式教学。由此可见，议题式教学发能促进学生主体性的发挥，通过彼此的合作探究使学生政

治认同、科学精神、法制意识、公共参与能力得到增强，从而有助于中学生核心素养的提高[2]。 

2.3. 有助于更新教师教育理念，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教学中使用议题式教学的教师除了较高的专业能力与专业素养之外，还需要转变教学理念，要求教

师在议题设置、情境创设、活动开展、任务达成这四个方面做到更新颖的表现。首先，需要教师深入研

读课标，完整全面地把握课程内容，悉知各位学生的能力水平，对学情做到全面地把握。其次，需要教

师拓宽自身的视野，丰富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在日常生活中留心社会热点，并将社会热点话题与教学内

容融洽结合，选择出更适合学生能力水平、更贴近学生生活的议题，把课堂作为学生提升理论与实践结

合能力的重要环节。再次，议题式教学的情境创设与活动开展都考验着教师的课堂教学组织能力，教师

也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适当指导与合理评价。最后，对于师生采用议题式教学在课堂上的完成

表现，教师需要进行分析总反思，并给出合理建议从而弥补不足之处。由此可见，议题式教学对教师提

出的这些要求，都需要教师更新传统的教学理念，倒逼教师在教法上进行创新，提升自身专业能力与素

质，从而促进自身发展。 

3. 议题式教学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1. 议题式教学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1.1. 教学基础条件不足 
首先，目前高中学校的大部分教师都对议题式教学如何开展及实施的认识不够透彻，对大部分教师

来说此教学法是一个挑战。是因为高中政治老师大都教授多个班级，教学压力较大，此外还有部分政治

教师兼任学校的行政工作，这使得教师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钻研议题式教学法。议题式教学法是需

要教师有广阔的知识面，敏锐的话题感受度和流畅的沟通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政治教师由于上述工作

难以兼顾。其次，高中学生之间在学习能力和接受程度上存在差距。议题式教学法除了需要教师的有效

引导外还需要学生的积极配合参与，这就要求学生要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合作探究能力等。高中年

纪的学生存在学习任务重、辩证思维能力不足、知识储备差距大等问题，由此可见议题式教学在高中课

堂上的开展面临着困难。 

3.1.2. 学生课堂参与度低 
新课程改革强调课堂的构建要以学生为本，这就需要增加活型性课程的比例，即需要广泛开展作为

活动型课程主要教学方式的议题式教学。议题式教学的课堂中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是课堂的主人，

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就成为衡量议题式教学开展效果的重要标准[3]。然而，通过对议题式教学课堂的研

究发现，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倾向于听老师讲课，而不是自己讨论，对老师在课堂上引入议题式教学的

态度也呈现出冷漠等消极倾向。另外，学生参与议题教学的机会不均等，主题教学中学生被分成很多小

组，但小组中少部分学生参与积极踊跃讨论，而大部分学生很少发言，羞于表达自己。另外，在现实的

课堂实践中，老师留给学生发表意见的时间有限，所以部分学生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本节课中

留下遗憾。议题教学最重要的是师生的互动和学生的积极响应，因此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是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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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大问题。 

3.1.3. 议题设计不合理 
议题是议题教学的核心和纽带，在政治课堂教学中，议题是否具有针对性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的有

效性。在议题式教学的实际实施中，教师存在诸多问题使得呈现效果不佳，例如缺乏对议题的深入思考、

选题贴合度不够、议题选择不符合学生发展规律、议题实施过程不流畅等，这些问题都表明在此节课堂

中教师议题设计不合理。通过对学生的调查了解到，有些学生认为教师设计的议题难度过大，在课堂有

效的时间内很难跟上教师的进度，导致对知识的理解也不够深入；有些学生认为教师会为了达到学校的

教学任务而设计过于简单的议题，浪费了宝贵的课堂时间。由此可见，在设计议题时，教师首先要充分

了解所教学生的学情，根据大部分学生的能力水平设计符合学生接受程度的题目，由此才能最大地发挥

议题式教学的价值。 

3.1.4. 议题设计不够贴近学生实际 
议题式教学在思政课在设计上的应用还存在不符合学生实际情况的问题，政治教师抛出的课题，如

果脱离学生实际，学生很难畅所欲言。很多高中一线政治教师在设计议题时会首先考虑如何完整准确的

呈现本节课所学知识点，所选话题大都紧密贴合课本内容，而较少优先考虑所选话题是否贴近学生生活

实际，是否能被学生接受理解。据调查显示，高中学生对社会热点话题关注度极高，因此议题教学的设

计需要恰当地融合课本知识与社会热点话题，这样更能激起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2. 议题式教学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问题的原因分析 

3.2.1. 应试教育体系长期制约 
应试教育在中国存在了几十年，由此带来的“分数至上”的社会风气在人们头脑中经久不散。学校、

教师、学生不同程度收到应试教育体系的影响。在现实的教育条件下，学校领导强调高考升学率，强调

以高分吸引更优秀的生源，由此要求学校教师注重课本知识的讲授；教师除了基本的课堂教学外，有的

还兼任学校其他职务，由此没有充足的精力和时间研究议题式教学；学生在这种风气下，逐渐形成了僵

化死板的学习模式，以考高分为目标，在议题式课堂中的表现也不够积极热情。尽管我国坚定不渝地推

行素质教育，但长期的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阻碍议题式教学的展开。 

3.2.2. 教师对议题式教学认识不足  
在当前的教学中，教师对议题式教学的认识关系到课堂教学的最终效果。由于近几十年来受应试教

育观念的影响，部分教师的教育观念仍未转变，对议题式教学的认识和理解仍显不足[4]。一方面，教师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深，在课堂教学时优先会考虑原有的教学方法，由此可以较为熟练地向学生传授知

识。议题式教学法对大部分教师来说较为新颖和困难，课堂实施中需要教师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学生

参与度和课堂的流畅度，因此很多教师会避免选择该教学法。另一方面，部分教师对议题式教学的认识

程度不够，实际教学中出现了诸多将其与话题教学、问题教学混淆的情况，例如议题的设置采用简单的

疑问句、议题缺乏讨论性、课堂上缺乏学生自主讨论等。 

3.2.3. 教学评价机制不够完善 
教学评价是对课堂教学效果做出客观合理的分析，关系着教师调整下一步地教学方式以及学生调节

自身学习状态。就目前的教学实施情况来看，在评价主体方面，学生的主体性蕴含不足，由于高考评价

机制的多年主导，社会学校家庭三方都很难改变过于注重学生成绩和分数的评价，缺少对于学生全面发

展、思维发展的重视[5]。因此，在课堂上教师大多都注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识记，不注重学生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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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挥。在评价内容上，教师过于重视终结性评价，注重学生测试的成绩，缺少对学生身心素质发展、

交流合作能力等其他方面的评价，少数教师还存在只重视成绩优异者，而忽视大部分平凡学生的现象。

在评价方式上，大部分教师侧重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在考察学生对学科内容是否掌握的时候，并

没有重视学生素养发展评价。因此，存在诸多问题的不健全教学评价机制制约了议题式教学的展开，这

需要教师调整完善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机制。 

3.2.4. 对政治教师培训不到位 
随着中学思政教学新课程愈加广泛地实施，诸多政治教师注意到议题式教学法，但是在真正实施的

过程中，又暴露出教师对此教学法不了解、实施生硬、效果不好等问题。一方面，面对高中的升学压力，

政治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究此教学法；另一方面，部分政治教师自身能力不够，无法游刃有

余地实施此教学法。这造成许多政治教师对议题式教学法停留在浅层认识上，不能真正认识到议题式教

学法在课堂中的开展对学生能力提升的重要性。除此之外，部分学校不注重对教师的培训，培训课程多

年不更新，培训内容老旧，不能真正提高教师的不足和对议题式教学法的运用，从而教师便无法更好地

开展教学活动[3]。 

4. 议题式教学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运用中的对策建议 

4.1. 强化教师对议题式教学的认识 

就当前情况来看，大部分高中政治教师缺乏对议题式教学的正确认识，甚至不敢在课堂上运用这种

新教学方式，但议题式教学对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提高教师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要

强化高中政治教师对议题式教学的认识。一方面，转变教师教学理念，教师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遵循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积极响应时代号召，转变自身传统教育理念，提倡“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新时

代理念，增加议题式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度[6]。另一方面，教师要加强自主学习。借助网络上充

裕的学习资源，拓宽自身视野，增强对议题式教学法的理解。最后，教师要注重实践。实践是认识发展

的动力，在平时授课中积极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开展议题式教学法，多实践才能发现自身不足，并在之后

的授课中加以改进，如此才能加强对提议式教学法的认识。例如，政治教师在讲授高中必修二《经济与

生活》第一课第一框“公有制为主体”时，教师利用多媒体资源搜寻社会热点话题，如全国八百多贫困

县全部摘帽或重庆市脱贫攻坚时代楷模毛相林，在课堂教学中向学生展示案例作为议题情境的导入。 

4.2. 提高学生在议题式课堂中的参与度 

议题式教学法在高中政治课堂中要想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除了教师正确引导外更离不开学生的主

动参与和积极配合。首先，提高学生对议题式教学的接受程度，教师要向学生普及此教学法的重要性，

让学生认识到此教学法对学生核心素养、思维能力、合作探究方面都有诸多益处，提高学生学习的心向。

其次，学生要丰富知识面，拓宽视野，以更充足的知识储备积极参与议题的选择，在交流探究环节中主

动分享自己的观点，从而增加议题式教学的流畅度。再次，学生要不断提升自身综合能力，议题式教学

除了需要学生有充足的知识储备量之外，还需要有明确的辨证能力、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团结合作能

力和精准的概括能力等。最后，学生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以自信开放的态度参与议题式课堂，克服自己

的自卑害怕心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例如，在必修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三课第一框“伟大的改

革开放”中，政治教师可以以时间线为脉络，让学生分别扮演处在不同时间点的商人，通过“改革开放

伟大之处体现在何处？”这一议题的逐步展开，让学生设身处地的发表自己的感受看法，真切体会在上

世纪年代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社会的巨变。这样的角色扮演可以提高学生在议题式课堂中的参与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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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议题式教学的兴趣。 

4.3. 完善教学评价机制 

议题式教学在课堂中开展的效果如何，需要教学评价客观合理的呈现，在新课标要求下，高中思想

政治课要建立以学生核心素养为中心的综合性评价体系，要注重学生发展性评价。在此背景下，要求高

中思想政治课的议题式教学要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改变以考试为主的单一教学评价；在评价主体方面，

要求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除了评价学生的课堂表现之外，还要增加教师评价、生生评价等方式；要求

教师及时更新评价观念，坚持以学生为本的评价观，对学生表现给予全面合理的反馈。例如，教师在对

学生进行评价时参考学生在社区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中的表现，既要看到学生知识的掌握，也要看到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师在平时课堂中及时记录学生表现，为学生建立成长档案袋，不以期末考试

的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也要参考学生成长档案中的进步。 

5. 结束语 

文章基于当前高中政治课堂背景，分析了议题式教学法的应用在高中思政课堂的意义，探讨了该教

学法在实际实践中存在的部分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给出合理建议，对于之后高中政治课堂更好地运用

议题式教学法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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