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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活动型德育课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
大课堂的结合

——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福建省东山第一中学　林彩琴

摘　要：《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活动
型的课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的生活与实践，打造活动型德育课程，做到“构
建活动课堂，启发学生思维；搭建多元平台，推进知行合一；创设议题情境，突出价值引领”，
推动思政课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的结合，满足学生的发展期待，增强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思
想性、理论性，提高思政课的亲和力和德育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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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学科

是一门综合性、活动型的学科课程，为我们提高思想政治课

程的教学实效性提供了重要思路。纵观多年教学实践，学生

在学习思想政治课时经常存在“知行不一”的现象，不能很

好地理论联系实际，面对具体情境时辨别、分析和解决问题

能力有所不足。教师在教学中要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

一”，了解时代脉搏，转变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模式，优化

教学过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的结合，不断增强

高中思想政治课德育功能。

一、高中思想政治课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依据

（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文本内容来源于生活，又高度凝练，

有着规范化的统一标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原生活情境，

让学生在生活体验中学习知识，让书本上的知识“活”起来，

增强书本内容的趣味性和实践性，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二）信息多元，引导明辨

大数据时代学生能够通过网络获得知识，知识面较广。

囿于经验、眼界，学生对爆炸般的信息辨别能力有待提高，

需要教师加以引导。若教师仍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方法，

就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无法真正引导学生成长。教

师应洞察社会信息，与学生共同探讨，教学相长。

（三）涵养素养，见之实践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路人。思想政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强调“立德树人”，应该研究课程的实践属性，深入体会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实践性和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它不仅致力

于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地改变世界。教师

应该将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生动的实例相结合，便于学生理解。

二、打造活动型德育课程，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的路径探索

高中思政理论课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内容，即经

济、政治、文化制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利于学生树立制

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这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

能只让学生简单“背基础、默重点”，而需让学生真正从生

活中学习，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真正认同

正确的主流价值观，信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此，本文探

讨如何将“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运用到活动型德育课程

的构建中，增强思想政治课德育功能的实效性。

（一）构建活动课堂，启发学生思维

课标提出议题式活动型课程的建议。学生要真正做到理

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需要提高在实践中学习的效果。教师

可以采取合作探究法、辩论式教学法、比较鉴别法、时政点

评法等打造活动课堂，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启发学生思维。在活动过程中，要提倡学生团队合

作，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团队在合作探索中得到思维的碰

撞，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活动课还能让学生在自主辨析和

交流展示的思维活动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运用和迁移，

真正让学科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例如：在必修一“我

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框题教学设计中，我抛出议题“父母

的工作与所有制形式的关联知多少”，通过描述学生父母工

作单位进行公有制和非公经济的辨析，以父母单位的调查激

发学生学习热情，了解父母辛苦，融洽亲子关系；学生讨论

交流的是自己或他人亲身经历的事情，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想。

学生学习知识和接受德育的范围超出了思政小课堂，走向了

社会大课堂，思维发散也不再拘囿于课堂上的 45 分钟。通过

议题式活动教学，使学生在调查、体验、分析、思辨中深刻

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和现实依

据，增强学生制度自信，培养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

体现了核心素养的政治认同和科学精神。

（二）搭建多元平台，推进知行合一

1. 依托本土资源，进行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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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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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东山岛本土

文化资源呈现直观的现实案例，把握时代命题，深度挖掘东

山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动人故事，都是最鲜活的教材，最

生动的课堂。

教学“文化生活”第四课第二框“传统文化的继承”时

笔者选择了富有海岛特色东山古屋作为高二同学的调查方向。

在进行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学生来到了梧龙村、港西村、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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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镇等地方进行实地考查调研工作。学生了解古村落的保存

程度、保存方式和经济效益，特别是港西村的陶斋学堂辐射

效应带动整个古村落的旅游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学

们知道了文化企业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提高经济效益，并据

此为文化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出谋划策。在课堂上，同学们将

自身的调查研究进行分享，增加课堂互动性的同时，也凸显

了课堂的实战性，而不是只停留于纸上谈兵。

2. 通过研学实践，感悟课堂知识

一次的身临其境胜于百次的灌输说教，在新课程标准指

引下的思想政治课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是开展活

动型德育课程的新亮点。从思政小课堂转向社会大课堂，意

味着开放的课堂的教学空间，超越课本、课堂及学校时空的

限制，使封闭的课堂转向自然环境、社会实践活动领域。东

山一中每年都会组织学生进行校外研学实践活动，走出课堂

和教材文本，走进鲜活的社会活动场景之中，让思政教育能

够延伸到课堂之外。如去年 9 月份我校组织的高一学子到漳

州市实践活动基地进行了高一新生研学实践活动。学生前往

沙生植物园体验农活劳动，深入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东山“亲

营紫菜基地”了解紫菜生产过程，前往东山帆船中心学习急

救知识，参观了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谷文昌纪念馆”，

还动手制作陶艺作品，感受到浓郁的海洋文化。本次研学实

践活动使学生通过自己的双手、眼睛、心灵体验劳动的艰辛，

感受到海洋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了知识，拓展了见识，涵

养了素质。

高中思政课教学活动设计应突出教材的核心概念和重要

原理，重视学生学科素养的培养和提升。根据研学活动的实

践经验设计相关情境，有利于感悟课堂知识。以“经济生活”

第二课“多变的价格”学习为例。因学生已有过紫菜基地研

学经验，笔者设计了两个问题：（1）东山岛的头水紫菜价格

为何更高？（2）今年东山岛紫菜价格上涨，请你从不同角度

谈谈怎么办？在课堂活动中，师生对“东山头水紫菜价格更

高”“紫菜价格上涨，从不同角度谈怎么办”进行探讨，课

堂思维更高效，氛围更活跃。学生能紧紧围绕“供求”“价值”“生

产者”“消费者”等学科核心观念进行分析，甚至有学生提

出因紫菜价格上涨，养殖户收益增加，要提高打工者的工资

待遇；企业要做到重道义，担责任，让东山紫菜的热度惠及

更多劳动人民等观点。这样的问题设计，既能帮助学生掌握

知识体系，理解价格与生产、消费的关系，解决具体的学科

问题，同时，从碰撞的思维火花中落实政治课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提升了学生的学科素养。

（三）创设议题情境，突出价值引领

思政课要给学生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作为思政课核心素养的政治认同是学生对事物

正确认知到培养深厚情感最终升华为明确意识形态的逐步递

进的心理过程。教师应在教学中挖掘、选取鲜活案例，传递

思想情感的真善美。鲁迅曾说：“我虽然自有我的痛苦和不幸，

但不愿把它传染给那些做着好梦的青年。”通过正确引导，

使学生在积极向上的情绪中提升幸福感，在思想上坚守主流

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引，发挥思政课在立德树人中的关键作用。

现阶段思政课教学过多强调应试能力的训练，学生答题

应付敷衍，往往政治认同只停留在表面，无法内化为学生的

自觉认同。例如：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大多通过报纸新

闻、历史教材、纪实视频等间接材料获得，生活经历和现实

体悟较少。如学生对“生活与哲学”中“价值判断与价值选

择”第二目“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以人民为中

心”有知识认知，但在现实生活中未必有高度自觉的心悦诚

服。为此，笔者课前设计了一个活动：“追寻谷文昌的脚步”，

学生分组到“寡妇村纪念馆”、金銮湾生态片林示范点、人

民会堂、红旗水库、南门湾海堤、谷文昌纪念馆等地考查研

学。课堂上采用体验式教学方式，让学生分享谷文昌的典型

事例和故事。遥想当年，东山岛风沙肆虐，是干旱饥荒之地。

谷文昌以他的智慧和勇气，以对党的无比忠诚和对人民的无

比热爱，带领人民植树造林、修建海堤、兴建海港、兴修水利，

把荒漠海岛建成海上绿洲，在海岸线上树立起一道道绿色丰

碑。牢记宗旨、一心为民、艰苦奋斗的公仆精神，清正廉洁、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高尚情操，“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

一意为人民”的坚定信仰，锻造了“心中有党、心中有民、

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最美奋斗者谷文昌。谷文昌用他呕

心沥血、勤政为民、不谋私利的一生践行了价值判断和价值

选择的最高标准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通过开展主题

德育活动，发挥了先锋模范的价值引领作用，潜移默化地夯

实了高中生政治认同的厚度，厚植了学生爱党爱国情怀和主

人翁精神。

结束语

高中思政教师在教学中要遵循生活化和发展性原则将“理

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运用到活动型德育课程的打造中，贯

通教学，使思想政治课更灵活，更富底气和接地气，增强思

政课德育功能的实效性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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