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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活动型德育课程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实践路径探究
福建省东山第一中学　蔡舜梅

摘　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高中思
想政治课程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应发挥它独特的德育功能，发挥它在思想领域阵地
鲜明的导向性功能，促进学生在德育方面的成长。本文让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德育功能能够
更有效地发挥，探讨活动型德育课程在本学科中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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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应发挥它

独特的德育功能，发挥它在思想领域阵地鲜明的导向性功能，

促进学生在德育方面的成长。而如何让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德

育功能能够更有效地发挥，探讨活动型德育课程在本学科中

的路径实现就显得尤为重要，本论文就以活动型德育课程在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实践路径进行探讨。

一、概念

活动型德育课程：思想政治课程既是一门学科课程，又

是一门特殊的、带有明显综合性的德育课程。活动型德育课

程改变传统学科课程的授课方式，是提供教师教学和学生学

习的一种新的方式，通过德育活动来实现传统德育方式的转

变，实现“被动灌输”德育知识的方式转变到“文化育人、

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的转变，由理论知识教学的“讲授型

课程”向“活动型课程”的转变。它是课内活动和课外活动

的有机结合、统筹兼顾，其类型包括课内开展的思维活动（隐

性）和课外开展的实践活动（显性）。

二、意义

（一）理论意义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强调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强调发挥高中

思政课作为学校德育主阵地的作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新高考评价体系为“一核四层四翼”，指引高考由

主要考查知识转向综合考查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

必备知识。挖掘本地资源构建活动型德育课程具有新的时代

价值，在活动型学科课程的基础上发挥高中思政课德育的独

特功能，提升学生政治认同和公共参与等学科核心素养，在

学生的“拔节孕穗期”发挥思政课铸魂育人，价值引领的功能。

（二）现实意义

1．改变当前思政课德育痛点

当前高中思政课德育功能的发挥存在如下痛点：德育理

论与现实生活割裂，学生获得感不强，吸收知识和情感内化

有限；课时设置过少，较难开展课后综合实践活动；偏重“灌

输式”的授课方式给学生带来机械呆板的排斥感等。通过活

动型课程的设置统筹课内思维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将思政

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他们良好的品德与修养。

2．丰富德育教育资源的要求

思政课教材资源内容丰富，统领教学规范。囿于教材篇

幅所限，思政教师需要拓展德育资源活动型课程教学，贯彻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东山岛素有“海滨邹鲁”

的美誉，历代人文蔚盛，文化精神资源内涵富有特色，是文

学家黄道周的出生地，是戚继光抗倭扎寨的练兵地，是郑成

功、施琅收复台湾的出征地，是谷文昌精神的发祥地，拥有“关

帝文化”“东山陆桥”“南岛语族”等一批史前遗存和特色资源。

既有底蕴丰厚的历史文化，又有源远流长的闽台文化渊源，

还有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催人奋进的创业史和辉煌的文

明建设成就。通过活动设置把本土德育资源深度融入思政课

中，能提高活动型德育课程的时效性。

3．突出思政课价值引领的需要

思政课要给学生埋下真善美的种子。活动型德育课程的

延伸、拓展和深化，其实质是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即

引导学生开展学科内的探究性学习。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的学科思维能力，还能潜移默化地夯实高中生政治

认同的厚度，提升公共参与的自觉性，厚植学生爱乡爱党爱

国情怀。

4．助力学生实现美好生活愿景

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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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反

映在社会生活中的焦虑，失衡心理对高中生也会产生影响。

充分开发利用活动型德育资源呈现直观的现实案例、把握时

代命题，通过活动型德育课堂的实践的路径探索，深度挖掘

东山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动人故事，既可让学生认识到美

好生活实现的过程性和艰巨性，增强主人翁意识；又使学生

逐步增强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实现美好生活不懈奋斗。

三、研究目标

1．通过研究，明确高中思想政治学科德育教育的现状，

存在的问题，结合东山的本土德育资源，发挥它的时代价值，

提出行之有效解决的举措以及达到的目的。

2．通过本课题研究，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的教育

方针，领会新高考评价体系“一核四层四翼”的精神主张，

带动关注、研究活动型德育课程在高中思政课堂中的实践探

究，发挥思政课堂在德育教育上的重要功能。

3．活动型德育课程力求构建学科逻辑与生活逻辑、理论

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关注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与表现，

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长远的发展需求，

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和学生活动的主题之中，让

学生在体验社会生活及自身的思维活动中理解理论的旨趣，

在践行正确价值观的过程中逐渐内化成为自觉的价值取向。

在活动中促进学生养成合作、分享、积极进取等良好的个性

品质和交往能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形

成对自然、社会、自我之内在的整体认识，增强对自然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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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和对社会、对自我的责任意识。

四、活动型德育课程实施路径

1．坚持文化育人的理念。坚持课堂主渠道，发挥学生在

课堂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首先了解学

生的学情，他们的心理特征、生活环境和认知能力，他们对

政治学科课程学习的动机、兴趣、理论思想的认同程度等因

素，利用课堂上的议题式探究活动，综合创设德育教育情境，

改革创新思政课堂课内活动方式，开展一系列课内德育活动

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如课堂教学中的探究活动，小组交

流合作，模拟论证会，辩论会，表演小品，观看微电影，分

析微课；联合政治处召开相关的主题演讲，主题班会和讲座

等形式。

2．坚持实践育人的理念。通过课外活动，开发主题式德

育课程，挖掘丰富高中思政课地方德育课程资源。

深入实践考察，追寻伟人足迹，开发谷文昌精神与思政

课堂结合的德育课程资源：有坐落于赤山森林国家公园的“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

国红色传统教育基地”——谷文昌纪念馆，谷文昌干部学院，

“百里木麻黄”，前何“谷意情深”向东渠，人民大会堂，

南门湾海提等多个现场教育教学点，感受“四有书记”谷文

昌同志通民心解民忧，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诠释，

也是我们必须传承和弘扬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学生树立心中

的道德典范。

开发爱国主义及红色文化教育题材与思政课堂结合的德

育课程资源：东山岛是戚继光抗倭扎寨的练兵地，是郑成功、

施琅收复台湾的出征地。清朝道光年间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

率领水师在铜山民众配合下奋勇抵抗，击退英舰，打击英国

侵略者。1953 年的东山岛战役，是国共内战的最后一场战役，

英勇的东山岛人民自发支前，奋勇擒敌，涌现了许多可歌可

泣的动人故事。参观东山铜钵寡妇村纪念馆。

开发传统美德与思政课堂相结合的德育课程资源：组织

学生参观关帝庙、朱文公祠、黄道周纪念馆等。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美德，秉承“仁义礼智信”的优秀品质，筑牢理想信

念之基，培育担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还可以组织社会调查，法庭见习，结合校团委举办志愿

者服务活动等一系列实践活动，使学生真正在实践中领会德

育精神，并且从道德认知走向道德行动，理论联系实际。

3．坚持课程育人的理念。在具体学科课程学习中，将德

育知识融入课堂，可以就近列举身边政府的行为结合“政府：

国家行政机关”的知识进行讲解，使学生更加生动真实地理

解“政府的职能”“政府的权力如何行使”以及“如何对政

府的权力进行监督”等知识。把“高大上”的理论知识与“接

地气”的实例相结合，有效运用身边的德育资源和灵活生动

的实践方式，打造高效的思政教育教学课堂，有利于知识点

的理解和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改变政治给人枯燥死板的刻

板印象，让这个学科“可爱”起来。讲述“中国共产党的知识”

时，可以结合我党强有力的“反腐倡廉”“扫黑除恶”等一

系列举动，结合新近的时政材料“反腐”案例，理论联系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发挥思政课堂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

设计与时政有关的教学环节，“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培养学生国际视野，强化爱国报国责任担当。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不仅仅传授理论知识，同时将时事教

育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重要补充，让学生及时了解党

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治经济政策，及时补充法律法规知识

以及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同时，政治课应开展各种活动，符

合学生的实际发展。让学生从书本走向生活，它不仅使学生

学习课本知识，而且增强了德育的指导作用。

4．结合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教师的课题研究，在活动与

实践中结合地域自然、文化资源形成富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提高德育实效。

5．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研究和实践“议题式教学”

形式，精心设计教学环节，形成典型德育教学课例或微课等，

更好地发挥思政课的德育引导和推广功能。

探索活动型德育课程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的实践路径

对于广大一线教师来说是新的挑战。如何实施活动型德育课

程，优化活动与教学的流程，需要教师们通过教学实践去积

极探索。这就需要教师在探索、尝试、完成活动型德育课程

的之后，将教学过程与研究过程结合起来，及时总结反思，

发现、反思、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分析其原因，

对于那些可以体现核心素养培育要求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凝

练提升，使之成为活动型德育课程的实施策略。持之以恒，

就能让活动型德育课程的教学落实思路更加明晰，策略更加

高效。期待这样的努力能让活动型德育课程真正在教学中变

成更新的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方式的亮点和热点。

活动型德育课程实践路径的探索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难

点，也是其展示自身独特育人价值有效载体。“路漫漫其修

远兮”，我们要结合自身实践经验探索，积极实践和发现，

用深入的研究和生动的展现，体现思想政治课堂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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