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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中明确了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即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

与。培育学生的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对于高中政治教师来说，既是责任也是挑战。

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着教学目标难以实现有效评估，无法充分关注学生的思维活动等缺陷，为了在教学

中有效落实学科核心素养，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度，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本文将结合高中思政政治课

程的特征，尝试将后向教学设计模式引入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对人教版选择性必修2《法律与生活》

教材第一课第二框《积极维护人身权利》的内容展开设计，并对教案设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充分的

自我反思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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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standards of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s clearly define 
the core accompl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ipline, namely, political identity, scientific spirit, legal con-
sciousnes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t is both a responsibility and a challenge for high school po-
litical teacher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accomplishment of political subject and promot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has defects such as difficult to achieve ef-
fective evaluation of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students’ thinking activitie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80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801
https://www.hanspub.org/


舒艺芯 
 

 

DOI: 10.12677/ae.2024.145801 1030 教育进展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core quality of subjects in teaching, fully mobiliz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and cultivate students’ awareness of rule of law, this article will attempt to integ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nior high school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introduce the backward 
teaching design model into the teaching of the first lesson of Unit 2, “Protecting Personal Rights,” 
in the compulsory elective textbook of Legal Life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eople’s Educa-
tion Press. It will also conduct a thorough self-reflection and improvement on the possible prob-
lems in the lesson pla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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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人们面临的社会竞争也日趋激烈。信息化时代下的综合国力

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又充分依赖教育的发展。新课程改革提出了帮助学

生实现个性化发展的教育理念，这就对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要更加关注每个学

生的发展需要，促进学生的理解性学习。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传统的教学设计已经无法充分满足教

学需求，而后向设计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式，从预期的学习结果出发，采用发展性评价机制，并将评价

置于教学活动之前，来实现教、学、评相一致的教学要求，它不仅能够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还能

更好地落实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本文将后向设计模型与泰勒原理和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相结合，通过教

案设计和反思，来探索如何运用新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设计。 

2. 理论依据 

2.1. 泰勒目标模式理论 

目标模式理论要求课程开发要围绕目标的确定、实施和评价进行。泰勒在其著作《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中阐述了目标模式理论的核心概念，其中教育目标被认为课程开发的核心与

基础，也是教学设计的出发点(Tyler, 1949) [1]。与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同，泰勒提出了课程开发的四个步

骤：确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经验–组织学习经验–评价教学结果。泰勒认为评价的实质就是确定教学

实际上到达目标程度的过程，同时判断学习体验的有效程度，这与后向设计中评估证据和学习体验与教

学目标相一致的要求是相符合的，都体现了“教学评”的一致性，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后向教学将评

价环节前置于学习体验，以保证多层次、全方位地评价学习者达到教学目标的表现[2]。 

2.2.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维果茨基在其著作《Made in Society》中详细探讨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社会文化观点。他认为，学

习不是学习者被动地接受知识传授，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通过借助他人的帮助，在运用必要

学习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Vygotsky, 1978) [3]。在明确“什么是学习”的基础上，建构主义

学习理论还具体阐述了“如何进行学习”，指出学习是在教师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进行的活动，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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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中，学习者是信息加工和意义建构的主体，而教师的主要作用是指导学生，为学生提供知识迁移

的支架，引导和促进学生的学习[4]。 

2.3.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人本主义的学习观强调教学目标在于促进学生学习，教学是学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进行有意义的学

习。罗杰斯在《Freedom to Learn》中提出了人本主义教育理念，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性。这种学习

模式下，教师的主要任务既不是学生学习的领导者，也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

资源，创设有利于学习的氛围，让学生自主选择如何学习(Rogers, 1969) [5]。人本主义学习理论重点关注

了学生的思想、情感和体验，重在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旨在帮助学生实现“有意义的自

由学习”。后向教学设计以学生为中心，设定教学目标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知识、作为教师，要学会尊

重与接纳学生，做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估者，这与人本主义的教学理念不谋而合。 

3.《积极维护人身权利》后向教学案例设计 

3.1. 前期教学准备 

3.1.1. 课程标准 
课程标准是由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课程文件，规定了课程的性质和目标，是教学实施的基

本依据，提出了详细的教学实施建议。课程标准是国家层面基于多方考量，对学生在某方面或某领域的

基本素质要求。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中，教育部明确了高中思想政

治课程的性质，主要阐述如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目的，是帮

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正确社会理解和参与能力的综合性、活动型

学科课程。课标对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教学目标进行了整合，并突出了“学

科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重要性[6]。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教案设计之前，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新课标，

领会其精神实质，熟悉其规定的课程目标，从而更好地设计出符合课程标准的课程内容。 

3.1.2. 教材内容 
教材内容是教案设计的依据，教材是教学的基本材料。教材内容时教学的基本内容，是教师教和学

生学的主要依据，教学内容从教材内容中展开和具体化。教案设计为了实现教学功能，必须以教材内容

为依据，从中精选教学内容，完成知识传授和价值观培育。《积极维护人身权利》是第一课《在生活中

学民法用民法》的第二框，这是第一框《认真对待民事权利与义务》中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主体权利的

具体表现，主要阐述民法优先保护民事主体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即依法维护生命权、身体权、健康

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人身权利，本框旨在通过提供日常生活中的法律常识，

让学生识别我国公民的一些具体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深入理解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增强学生

尊重生命，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意识，培养法治理念。 

3.1.3. 学情分析 
学情也是教案设计的一个主要依据。学生是独立的个体，每个学生的成长环境、地域文化不同，这

就需要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充分了解学生的各方面情况，能够做到因材施教。而教案设计就是教师沟通学

生的预设，教师只有充分抓住学情，才能更好地设计出受学生欢迎并且符合教学目标的教案。本节课主

要针对的问题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未成年人对人格尊严权的认知不足，对发生在学习、生活中的有关事

件，中学生甚至不懂得判断是否侵犯他人或自己的人格尊严。本节课的学习旨在使学生学会重视维护他

人和自己的人格尊严，形成和发展尊重人格尊严的情感，加强法律意识的培养，提高道德和法律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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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教案设计时，教师只有围绕学情，将思想政治课的核心素养融入教案设计中，才能帮助学生处理

好知识、能力和素养的关系，实现法治意识的培育，真正体现出教案设计的作用。 

3.2. 确定预期结果 

后向教学设计以预期结果为导向，根据结果来设计相应的教学而活动。教师可以通过预期结果来衡

量自己的教学设计是否合理，进而选择合适的评估证据，设计合理的活动。预期结果的设计主要涉及教

学目标、预期理解、基本问题以及学生知识技能掌握四方面的内容。 

3.2.1. 确定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认识人身权利的基本内容，了解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的基

本内容，民法典对民事主体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保护。 
2) 能力目标：学会分析案例，辨别生活中哪些行为侵害公民人身权利，能够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

和他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理解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增强尊重生命，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意

识，培养法治理念。 

3.2.2. 确定学生的预期理解 
在确定学习目标之后，教师要依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在准确把握学情的基础上预设学生对相关知识

点的理解以及可能产生的误解。本框主要涉及的核心概念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肖

像权”“隐私权”等。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要了解人身权利的基本内容，同时明确侵害他人的人身

权利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高中阶段的学生，虽然在初中阶段的《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学习了一定的法

律知识，但掌握的法律知识还不够系统化，无法运用法律思维去解决问题，在生活中遇到侵害人身权利

的行为可能无法及时辨别，容易忽视个人信息的保护。 

3.2.3. 确定基本问题 
1) 民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有哪些？ 
2) 如何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人身权利？ 

3.2.4. 明确学生获得的知识与技能 
在这一部分的学习结束后，要依据三维目标，明确学生应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有哪些，学生“将会知

道什么”“学生将会做到什么”。这一步骤能够帮助教师明确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收获，可以帮助教师合

理地调整教学活动。本节课学生预期获得的知识主要有：人身权利的基本内容，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要

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而学生预期获得的技能则是其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会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如运

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不侵害他人权益的能力。 

3.3. 选择评估证据 

3.3.1. 明确教学评价的作用 
在后向设计中，教师要根据预期学习结果来制定相应的评估证据，这就使得教学评价在教学环节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学评价可以证明核心素养的形成，使教学活动能够合理地规划，实现教、学、

评的一致性。 

3.3.2. 制定评估证据 
《积极维护人身权利》这一框的评估证据设计如下：基于学习内容设计出“理解”的六个维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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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预期结果中的教学目标、预期理解与误解、基本问题、学生应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按照“理解”的六

个维度的具体评价指标进行一一划分，在此基础适用活动探究法设计表现性任务，来评估学生对于本框

核心问题的理解。具体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ix-dimension evaluation table for understanding the Activ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Rights 
表 1. 理解《积极维护人身权利》的六个维度评价表 

理解维度 含义 

解释 能够运用理论合理说明相应的观点，如在学习人身权利内容后，能够了解我国民法保护的人身权利有

哪些。 

阐明 说明理论以及观点背后的意义。如说明我国民法保护人身权利的意义。 

应用 能够将所学内容运用到生活中。在生活中遇到侵害人身权利的事件能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洞察 具有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能力。思考在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是否侵害了他人的权利。 

移情 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以想象自己是法官，在遇到当事人因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提起诉讼时

应当怎么做。 

自知 对自己的表现有一个合理的认识。 

3.3.3. 学生进行自我评价 
在教学过程中，除了教师的评价，学生自我的评价也不可或缺，教师可制定学生自我评价表，在每

节课结束之后让学生按照表格进行自我评价，检验学习情况。从课堂学习态度、课堂参与程度、课堂积

极程度、课堂合作情况等维度出发来发现自己在课堂中存在的不足，以便及时地改进。 

3.4. 设计学习体验和教学 

3.4.1. 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高中思政课程常见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议题式教学法。议题式教学

法包含了案例教学和情境教学的一部分，但又与两者有所区别。在适用该方法时要把握好议题选择、情

境创设以及问题的提出。本节课采用三种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模式进行教学。对于基础的法律知识，比如

人身权利的基本概念，采取讲授法，比较简洁明了，能够方便学生理解。而对于复杂的案例，可采用议

题式教学法，创设具体的情景，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此外，考虑到单纯讲解书本知识对于学生来说会感

到枯燥，可以让学生利用周末的时候，上网查阅资料，先对人身权利的内容有基本的了解，并在上课时

分享自己搜集到的案例，教师再对学生搜集的资料进行整合。一方面，学生的劳动成果得到了教师的肯

定，另一方面，能够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法律，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 

3.4.2. 安排合理的教学环节 
后向设计强调运用 WHERETO 元素来安排教学活动，这是由威金斯和麦克泰格提出的[7]。 
W 元素(方向与原因)：教师要明确学生学习的预期结果以及为什么要实现这一预期结果。本节课主

要学习人身权利的基本内容，在本节课开始之前，让学生了解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带着学习目标预习本

节课的内容，从而实现预期结果。 
H 元素(吸引与保持)：吸引和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了避免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可以采取学习活动

来增加学习的趣味性，但也要保证知识的学习。比如在本节课学习中播放的校园霸凌的有关视频，既能

吸引学生的兴趣，又与本节课要学习的法律知识息息相关。 
E (探索与体验、准备与使能)：教师引导学生在体验和探索中获得对核心知识和其他概念的理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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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让学生观察生活中的侵犯人身权利的事例，并在课堂上分享，能够使学生在体验和探索中理解人身

权利的含义，以及我国法律对人身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R (反思、重新考虑与修改)：是指学习是螺旋上升的迭代过程。教师在政治课堂中的任务就是不断带

领学生突破简单单一的理解，不断讨论本质问题，促进学生深入思考。 
E (评价)：指学生的自我监控，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在本节课结束之后，让学生根据教师制定的自

我评价表，对自己上课时的具体表现进行自我评估，使学习者能够持续地反思，养成自我评价的好习惯。 
T (定制)：教师在开展后向教学设计时，要思考如何在保持预期结果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因材施教，

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教学的针对性。 
O (组织)：“O”元素是对上述元素的组织和整合，以发挥他们最大功效。 

4. 反思与改进说明 

4.1. 教案设计的创新点 

《积极维护人身权利》教案根据后向设计模型重新进行了设计，结合上课讨论时发现的问题，重新

梳理了教案设计的问题和内容。根据课程标准、教材内容和学习情况重新设计了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与

教学评价方式。改进了先前教案设计中存在的目标空泛、教学方式单一等问题。 
1) 根据三维目标与 smart 原则重新确立了教学目标。原先的教学目标存在着不够明确具体，没有和

预期结果相对应，未体现法治意识的培育等问题。联系高中学生法治意识薄弱、学情混乱等问题。结合

新课标中政治核心素养以及 smart 原则的要求，根据知识与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重新制定了三维教

学目标，对学生的知识、能力、情感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相较于原先的教学目标来说更加明确具

体，实施起来也比较容易。 
2) 更新了教学方法 
原先的主要教学方法有讲授法、问答法、合作探究法。结合本节课的内容，采取议题式教学法来进

行个别问题的教学。使教学活动始终围绕学科任务展开，并在解决具体的可议性问题中，实现课程目标。

学习生命健康权时，提出“校园欺凌案件濒发是否应加重对未成年人的惩戒力度”这一议题供学生讨论，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讲授隐私权等问题时，以“未成年人是否具有隐私权”为议题让学生开展课堂

辩论，以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3) 改变了教学评价方式 
《积极维护人身权利》教案实践的评价方式未采用课堂习题测验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采用指向目

标达成的评价，主要是制定了评价量表，在课堂活动之后从学生的学习态度、参与程度、积极程度、合

作情况和创新能力这些指标进行评价。注重发展性评价，注重教–学–评的一致性，在课堂讨论环节之

后让学生进行自我评价，来考察学生学习和讨论的参与程度，整理和概括的能力[8]。 

4.2. 教案设计反思 

经过课堂讨论和教案反思，总结出的问题如下：1) 作业布置不合理，且目标和作业没有对应起来。

2) 课堂环节过多，无法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3) 提问过多，可以让学生多发表自己的看法。针对以上问

题，在教案修改时，我对于部分环节和问题进行了删减，使教学环节更加松弛有度。对于目标与作业无

法对应的问题，考虑到法条背诵对于学生来说比较枯燥，也无法让他们有效地掌握本节课知识，我将作

业形式进行了修改。对于隐私权等问题，采用议题式教学法，设置课堂辩论环节，相较于单一的讲授法

更能够引发学生深入思考，体会法治精神。但是对于不同学生的需求，无法做到完全兼顾，这是本节课

设计过程中存在的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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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节课将后向设计模型引入了高中政治课堂中，构建了教学设计的理论模型，符合课程改革的基本

理念，切实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同时运用了泰勒原理，将教学目标落到实处，借助教学目标指引

评价，有利于实现“教、学、评”一体化。这种设计模式能够使教师有效了解学生的需求，从而选择符

合学生兴趣的教学方法，将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结合生动形象的案例，让学生理解人身权利的含义的同

时，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培育法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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