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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的中学思政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载体，是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衔接，

是促进学生关键期道德养成的主渠道。依据学段特征和课程性质，中学思政课程旨在提高学生学理认知，

引导学生思想建设，涵养学生精神品质，并促进学生积极行为转化。为实现课程的育人目标，在课程实

施中，要平衡好四个方面，一是知识教育与价值教育兼顾，二是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结合，三是过程评

价与结果评价配合，四是阶段发展与长远育人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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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ddle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n the new era is the key carrier to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the important connection of the integration con-
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large and middle schools, and the main channe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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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the moral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 the critical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sec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cours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of middle school 
aims to improve students’ academic cognition, guide student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cultivate 
students’ spiritual quality, and promote students’ positive behavior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ducation goal of the curriculum, four aspects should be balanced in the implementa-
tion of the curriculum: one is to take into account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value education, the 
second is to combine theoretical learning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third is to cooperate with 
process evaluation and result evaluation, and the fourth is to pay equal attention to stage devel-
opment and long-ter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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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党中央、国务

院对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提出新的意见，在教学管理、教学资源、师资队伍、教研机制、大思

政课程体系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1]。大思政观强调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打造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推进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关注学段衔接的同时也要注重突出各学段特

色[2]，中学阶段是学生知识增长，价值观养成的黄金时期，做好中学思政课程建设工作，对学生树立正

确的思想意识、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有重要意义。新时期做好中学思政课教学要明确其独特价值和目标

要求，在此基础上探索课程实施路径。 

2. 中学思政课程的价值意蕴 

明确新时期中学思政课程的特殊价值能够更好发挥思政课的育人功能。中学思政课程是基础教育阶

段的必修课程，与其他课程相比，思政课的思想性、政治性、综合性和实践性更强，在培养学生的思想

修养、道德品质、价值观念等方面能发挥独特作用，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发挥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作用。

新时期的中学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载体，是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衔接，是

促进学生关键期道德养成的主渠道。 

2.1.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载体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回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等教育的基本

问题[3]。思政课作为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在育德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是中学阶段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载体。这一载体功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思政课的课程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总体导向。课程目标是课程设计和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对

整个课程运行具有导向和调控作用，直接影响课程实施的结果和人才培养质量[4]。中学思政课程围绕核

心素养制定了目标要求，规定了学生在社会责任、国家意识、法治意识、道德品行等方面的发展程度，

细化了立什么德，树什么人等关键问题，有效推进了教育根本任务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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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思政课的课程性质以立德树人为落脚点。课程性质规定了具体学科在特定教育阶段所具有的

独特育人价值，是一门课程区别于其他课程的根本依据。新颁布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和普通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都明确指出思政课程以提升学生道德修养、政治意识和法治观念为目的，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最后是思政课的课程内容蕴含着立德树人的方法。课程内容是课程的主体部分，规定了学生在特定

形态课程中应该学习的基本知识和价值观念[4]。它回答了一门课程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是课程目标

实现的主要载体。中学思政课的课程标准依据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设置了具体学习主题，描述了德育

的具体方面和育人的主要方法，为落实立德树人教育任务提供了具体路径。 

2.2. 促进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衔接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5]。这一重要论述强调了思政课建设的全程

性、系统性。不同学段的思政课具有相对独立性，一体化以整体性视角对不同学段课程进行整合，打造

了上下衔接，前后贯通的课程体系，中学阶段的思政课在一体化的课程体系中发挥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是衔接小学与大学，促进思政课链条式发展的桥梁。 
一方面，青少年学生刚刚经过小学阶段的思想道德启蒙教育，具备一定的国家意识、道德情感和法

治观念，中学思政教育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强内容的思想性、政治性和理论性，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平、思

想水平和政治水平，为学生未来成长打好基础。 
另一方面，大学思政教育需要与中学对接，大学是学生涵养道德情感并开展社会行动的重要时期，

做好中学思政教育能为学生大学阶段的思想道德升华提供可能。处于中间阶段的中学思政课，一是要承

接小学阶段学生发展水平，二是要为大学教育打好基础，以意志情感塑造，行为习惯养成和社会协作能

力提升为重点，递进式的推进教学。 

2.3. 推动关键期学生道德养成的主阵地 

中学阶段是学生知识增长，价值观养成、政治素养形成、人生目标逐渐确立的黄金时期。这一黄金

期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思维认知发展迅速，中学阶段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元认知能力和

信息加工能力都有显著提升，能为课程学习奠定智力基础。二是情绪情感可塑性强，中学时期青少年的

情绪体验逐渐深刻，道德感、理智感等社会性情感占主导，但因其知识结构、社会经验不够完善，情绪

情感还有较强的可塑性，需要教育引导。三是道德价值趋向稳定，青少年期个体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并

逐步稳定，教育必须抓住这一关键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价值观[6]。 
中学思政课程要把握好中学阶段这一发展黄金期，为学生终身发展打好基础。一方面要帮助中学生

做好知识储备，形成正确认知，另一方面要开展好思想价值观念的引导，培养学生形成良好思想品质。 

3. 中学思政课程的目标定位 

课程本身的属性与功能规定了课程的育人导向，思政课程的应有之义在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提升其精神世界和精神品质，以培养出徳识才学体全

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中学阶段的思政课程在学生的学理认知、思想培养、精神品质发展和道德行为转化

上发挥教育引领作用。 

3.1. 提高学理认知 

个体进入社会生活，开展社会实践和社会活动需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能够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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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做基础。课程教学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知识教育，中学思政课程依托学科知识，

按学段分主题对学生进行思想文化教育，提高学生认知水平，培养其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 
当前中学阶段的思政课程跨越初中和高中两个学段，涵盖生命安全教育、法治教育、传统文化教育

等多个模块，内容按学段学生认知发展水平设置，体现了阶段性、层次性和学习者适宜性。以法治教育

为例，初中道德与法治要求学生初步认识法律、宪法和公民等概念，初步树立民主、平等、公正的意识，

高中思想政治要求学生了解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具备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初高两

个阶段的教育内容由浅入深，螺旋上升，均服务于学生知识增长，认知提升和更好适应社会。 

3.2. 引导思想建设 

思政课程要发挥思想引领作用，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及所处的社会环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

系的总和。”[7]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要处理好个体与自我、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首先在个体与自身

的关系上，学生要正确认识自己，树立正确的自我意识，明确自己的角色与责任，权利与义务，明确自

身的奋斗目标和潜能所在，并将其作为自我发展的方向。其次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学生要理解并积

极构建自己的各类社会关系。随着交往的扩大，个体的社会关系呈现出类型多样化，范围扩大化的特点，

要处理好与他人、与集体等不同对象物的关系，明确自己在其中的角色，理解处理每一对关系的准则，

使自身更好得在社会生存，并进行社会活动。最后在个体与自然的关系上，学生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

间的依存关系，并能运用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合理开发自然资源满足生产生活需要。思想建设的重

要功能在于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品质，明辨是非，坚定信念，严守底线。 

3.3. 涵养精神品质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些优良传统和

民族精神时至今日仍有教育价值，思政课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升学生精神境界，涵养学生精神品质。

中学思政课程内容以核心素养为基准，分领域按主题组织架构，囊括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国

情教育等单元主题，以事实陈述、案例分享、探究思考等形式帮助学生认知、感悟和体验各类道德行为

规范，提高学生道德修养，为学生更好适应不断扩大的生活和交往范围做好准备。在教育过程中，课程

内容关注了不同阶段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并在具体学段设计中有所侧重。以责任意识为例，初中思想

政治课程要求学生在分担家庭责任，体悟敬业精神，关心社会动态中培养责任感，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在

此基础上拔高了学生的角色定位，要求学生理解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有序参与公共事务，在社会实践中

培养公民素养，提升社会责任感。 

3.4. 促进行为转化 

知情意行是德育工作的重要环节，“行”是对前三个环节的转化与落实，是衡量德育工作成效的重

要标准。思政课程的重要价值在于引导学生将各类道德行为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帮助学生完成品

格塑造。促进道德认知、情感和意志向道德行为转化的关键在于为学生创设实践活动情境，提供教育实

践的平台和支持体系，让学生在实际行动中坚定道德认知，强化道德情感。为此，中学思政课程教材在

栏目设计中注重编排各类问题情境，引起学生思考，培养学生对真实问题的解决能力，强化规范准则的

学习。 

4. 中学思政课程的实践路径 

课程实施是将课程的理念、目标和内容以一定的方法途径付诸实践的过程，是书面的课程向现实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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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转化的必然要求[8]。课程的育人目标决定课程实施的内容和方式，中学思政课程承担着提高学生学理

认知，培育学生正确价值观念和良好精神品质的任务，因此在实施内容上既要重视学理知识的传授，也

要重视价值观念的引导，在实施方式上不仅要利用课堂讲授，还要开展实践体验，在评价过程中要兼顾

过程与结果。此外，中学思政课程在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课程体系中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课程育

人既要守好一段渠，也要跑好接力赛，在关注学生阶段发展的同时还要为学生未来学习做好准备。 

4.1. 转变教学理念，知识教育与价值教育兼顾 

学科教学均承担着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任务。相比于其他课程，思政课在价值教育方面发挥更重

要的作用，做好价值教育是思政课程的本质要求[9]。当前学校教育以考试选拔为重心，导致知识教育与

价值教育失衡。新时代的中学思政课教学要兼顾知识教育与价值教育，以知识教育促进价值教育，在价

值教育中深化知识教育。一方面，知识教育是价值教育的基础，学生只有习得基本的道德规范、法律知

识才能形成判断力，在此基础上开展价值教育才有成效。另一方面，价值教育是知识教育的升华，思政

课程中知识传授的目的是提高学生学理认知，将所学课程内容内化为自己的精神信仰，外化为积极行动，

价值教育能推动这一转化过程。中学思政课程在内容规划中关注到了知识传授和价值培育两个方面，促

进课程规划落地的关键在于教师在课程实施中能兼顾两方面内容，没有偏颇。例如教师在讲授《同住地

球村》这一课时，不仅要让学生理解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及影响，还要引导学

生树立全球意识和开放心态，增强学生参与国际事务、关注国际动态的意愿。 

4.2. 丰富教学形式，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结合 

中学思政课程教学不仅要重视理论知识传授，还要在实践体验中深化学生对各类价值规范的认同，

在实践中促进道德规范的内化和行为转化。当前思政课教学在理论知识传授方面开展的较好，教师能够

利用课堂讲授完成知识教学，但是在社会实践方面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具体表现为开展社会实践的平台

和机会缺乏，校外资源利用不够等。改善这一局面要在平台建设、课时安排和资源利用等方面下功夫，

首先要搭建开展社会实践的平台。平台和基地是实践育人的重要依托，学校可以在校外建立实践教育基

地，利用纪念场馆、科技馆、遗址等开展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在实地体验中浓厚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

念，也可以利用校内的校园文化活动提升学生参与度，让学生在活动体验中规范道德行为，践行价值观

念，将学与做结合起来。其次要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安排一定的课时。中学思政课程要兼顾理论学习和

实践体验，就要对课时安排做好规划，为学生实践参与提供时间和机会。最后要整合并利用校内校外各

类资源。丰富的资源是课程实施的条件和基础，开展实践活动需要以平台及资源为依托，优质的课程资

源包括校内的各种场所设施和校外的场馆、文化活动等，教师应该积极开发并合理利用。 

4.3. 发挥评价功能，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配合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

合评价，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客观性和专业性，在德育评价方面，方案要求探索多主体参与评价的有效

方式，客观记录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表现[10]，这些规定和要求为思政课程中的学生评价指明了方向。长期

以来，学科育人中的学生评价多为结果导向，方式主要为纸笔测验，重点考察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程

度，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成长变化有所忽视。中学思政课程需要在学生发展关键期完成对学生的品格

塑造，而学生良好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养成是长期渐进的过程，简单的纸笔测验无法动态追踪学生思

想品德的变化。过程评价是对学生向终极目标迈进过程中所处状态的评价，具有动态性、即时性和诊断

性，能实时记录评价对象的各方面表现，用于中学思政课程能更好的发挥课程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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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明确课程定位，阶段发展与长远育人并重 

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学生发展全过程，统筹推进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求每个

学段的思政课程既要守好一段渠，又要跑好接力赛。中学阶段的思政课包含初中和高中两个学段，初中

学段重在引导学生初步形成正确价值观念，高中学段要在此基础上深化学生认知，坚定学生理想信念。

守好一段渠关注阶段发展，要求做好特定学段育人工作，中学思政课程的主要任务在于帮助学生形成正

确思想认知，重点还在知的层面，目的是为学生未来进入高等教育学习和以社会成员身份开展社会实践

做好准备。跑好接力赛关注长远育人，是指在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课程体系中每一个具体学段的课程学

习都要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大学阶段的思政教育重在促进学生积极行为转化，行动离不开正确认知指

引，只有中学阶段的认知基础良好，大学阶段的思政教育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中学思政课程在

做好“知”教育的同时，也要关注情感、意志和行为层面的引导，实现育人的上下贯通、前后衔接。例

如思政课教师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时可以先整合与之相关的知识点，然后再此基础上创设教学情境，

增进学生情感认同，最终实现观念内化和自觉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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