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焦

立

社会公德是一个社会全体

公民在共 同的 社会生活 领域 中

应该遵守 的基本道德规范 。 作

为社会 文明 程 度 的外 在标 志 ，

大力弘扬社会公德对于促进我

国依法治 国 和 以 德治 国 的 国家

治理方式变革 和文 明和 谐社会

构建 具 有 现 实 意义 和 长 远 意

义
。 我 国在经济发展转型 和 社

§

会事业 不 断进步 的 同 时 ， 社 会

生活领域中 的社会公德状况仍

然不尽如 人意 。 作为 一 门对学

生进行马 克思 主义基本观点教

育 的人 文综 合性学 科 ， 高 中 思

想政治教学要站在核心 素 养 的

高度 ，提高 学生道德 意识 ． 陶 冶

学生道 德情 感 ， 磨砺 学 生道 德

意志 ，坚定学生道德信念 。

一

、 加 强 政治认 同 ， 提 高 学

生道徳意识

政 治认 同 ， 要求 我 们要认

同 中华 优秀 传 统文 化 ， 认同 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社会公 德

是社会 文明 的 基础 ， 是 文 明 公

民应具 备 的 基 本 条件 ， 是社会

道德规 范 中 最 为 基本 的层 次 。

高 中思想政治教学要加强对学

生进行文 明 礼貌 、 助人为乐 、爱

护公物 、保护 环境 、遵 纪守法 等社会公德基本 内 容教

育 ，使高中生充分认识到遵守社会公德是我 国宪法所

规定 的 ，是每个公 民应尽 的义 务 ，是最基本的 道 德要

求 。 同时 ，提高社会公德意识 ，对于 髙 中生发扬社会

主义人道梢神 ，互相理解 、互 相尊重 、 互相关心 、 互相

帮 助 、敬老爱 贤 、 遵守公共 秩序 、 维护社会安定 、 勇于

同 不 良行为做斗争具有重要 意 义 ，有利于他们养成 良

好的道德习 惯 ， 形成高 尚 的道德 品质 。 比 如 ，教学
“

价

值的创造与 实现
”

这
一

框时 ， 我引用 了 以 下材料 ：

２ ０ １ ８ 年 ８ 月 ３ １ 日 ， 中 央 文 明 办在 贵 州 省 六盘 水

市举办全 国道德模范 与 身 边好人现场 交流 活 动 ， 并发

布 ８ 月
“

中 国 好人榜
”

， １０ ４ 位助人 为 乐 、见 义 勇 为 、 诚

实 守 信 、 敬业 奉 献 、 孝 老 爱 亲 的 身 边 好 人光 荣 上 榜 。

“

中 国好人
”

黄龙 江是普通村民 ，他捐 献干 细胞点燃 患

者 重 生 的 希 望 ；

“

中 国好人
”

陈凤伟 义务 照顾 两 位孤寡

老人 ２ ９ 栽 ；

“

中 国好人
”

郑桂林是退休卫 生 院 院长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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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合学 习探究 的 议题 ，精心 设计适合学 生 学 习 的

序 列 化 活动 ， 能够 在 有 限 时 间 内 ， 让 学 生 获得 更 多 的

有效信 息和独 立 思考 的 空 间 ，切 实提 高 学 习 能 力 和 学

习 效率 。

（ 三 ） 探 索 和运 用 议 题 式 教 学 法

１ ． 新课标 倡 导议题式教学

新课标在
“

实 施建议
”

中 明 确 提 出
“

围 绕议题 ，
设

计活动型 学科课程 的 教学
”

，这 是 由 思 想 政治 学 科 的

综合性 、
活动 型课程性质决 定 的 。 教 学设计 和教 学过

程能否反映 活动 型 学科课程 的 思路 ， 关鍵在 于 选择 和

确 定开展活动 的 议题 。 新课标 四个 必 修模块 在
“

教学

提示
”

栏精心 设计 了 活动议题 ， 为 活动 型 、 议题 式教学

提供 了 重要 参 考 。 议 题 式 教 学 是 高 中 思 想 政治 培 育

学科核 心素 养的 重 要途径 ， 也是转 变 教 师 教学 方 式 和

学 生 学 习 方 式的 重要渠道 ， 对 于落 实
“

立德树人
”

根本

任务 、提升思 想政治 学科价值具 有 十分 重要的 意 义 。

２ ． 明 确议题式教 学 的 基本路径

新课标 在
“

教 学 提 示
”

栏 目 ， 不 仅设 计 了 活动 议

题 ， 而 且提供 了 议题 式 活 动教 学 的 路 径 。 以 《 经 济 与

社会 》模块 中 的 议题
“

怎样保持经 济 平 稳运行
”

为 例 ，

旨在探 究 正 确 运 用 宏观调 控 手 段 实 现调 控 目 标 。 新

课标建议采 用 的 活动路径 与 方 式主要有 ：

一 是搜集 有

关 资料 ， 了 解 ＧＤ Ｐ 的 构成 ， 讨 论 ＧＤＰ 指 标 的 价值 与

不 足 ， 利 用 Ｇ Ｉ）Ｐ 数据解析宏观调控 的 意 义 ；

二是遨请

专 家 、银行 、 财 政部 门 管理 者 举 办
“

如何进 行宏 观 调

控
”

的 讲座 ；
三是搜 集 实例 ，探 究如何 随 着宏 观经济 形

势 的 变 化 ，合理运 用 宏观调 控 的 手段 。

３ ． 灵活 选择议题式教 学 的 活动 方 式

新课标 在必 修模块 虽 然 精心设计 了 活 动议题 ， 但

是在教学 设计和教 学 实 施 中 ， 教 师 可 以 根据 实 际 ， 重

新 设计
“

贴近学 生 、贴 近社会 、 贴近生 活
”

的 议题 ， 灵 活

选择 活动方 式 ， 进行 系 统化 、 综 合化 设计 ， 力 求
“

活 动

序 列 化 、 内 容活 动 化
”

， 突 出 议题 的 鲜 明 时代特征 ，使

活 动的 设计 与 开展具 有 生动性 、 多 样性和 实 效性 。 通

过活动 化议 题 式教 学 ， 促进 开 放民 主 教 学 理念 的 参

透 ， 增 强 学 生 学科 学 习 的 内 在 获得 感 ， 使 学科教 学 变

得更加 高效 、 更加智 慧 ！（ 本文 编 辑 侍 軒 ）

参考 文 献 ：

［
１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教 育 部 ． 普 通 高 中 思 想 政 治 课 程 标 准

（ ２０ １ ７ 年 版 ） ［ Ｓ］ ． 北 京 ： 人 民 教 育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８
．

［
２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教 育部 ． 普 通 高 中 思 想 政 治 课 程 标 准 （ 实

验 ） ［ Ｓ］ ． 北 京 ： 人 民 教 育 出版 社 ， ２００ ４ ．

［３ ］朱 明 光 ． 关 于 活 动 型 思 想 政 治课 程 的 思 考 ［ Ｊ ］
． 思 想 政 治课

教学 ， ２ ０１ ６ （４ ） ．

［
４
］鲍 宇 超 ． 思 想 政 治 课 的议 题 式 教 学 研 究 ［Ｊ ］ ． 社会 科 学 前

沿 ，
２ ０１ ８ （ ８） ．

［
５
］余 国 志 ． 议 题 式 教 学

：
高 中 思 想 政 治 课 教 学 的 新 路 径

一

以
“

做 好就 业 与 自 主 创 业 的 准 备
”

为 例 ［ Ｊ ］
． 中 学 政 治 教 学

参 考 ： 上 旬 ， ２ ０ １７ （ １ ０ ） ．

（ １０２ ４８８北京师范大学 良 乡 附属 中 学 ）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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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绝 高 薪 无偿 为社 区 居民看 病 １ ４ 年他们 用 质 朴

的 心 灵 、平 凡 的 故事 和 简 单 的善举谱 写 出 了 一 曲 曲 不

平 凡 的
“

平 民英 雄
”

赞歌 。
他们 的 故 事 感 动千 万 网友 ，

为 营 造健康 向上的 社会风 尚发挥 了 积极的 推动作 用 。

结 合材料 ，运 用
“

实 现人 生价值
”

有 关 知 识 ，说 明

“

中 国好人
”

的 精彩人生 给我 们 的 启 示 。

社会公德集 中展示公 民道德修养 与社会文 明程

度 。 这 道探究题不仅考査价值观 的作用 、正确 的价值

判断和价值选择 、 人生价值 的 创造 与 实现 等理论知

识 ，更能让学生充分感受这些时代楷模的平凡事迹 中

蕴含的传统美德 、 人间 真情 和 优 秀品 质 ，在 与 时代楷

模 的
“

对话
”

中受到心灵的震撼 、 精神 的洗礼和 思想 的

升华 。 高 中思想政治教学就是要将基本原理 、 基本观

点 、基本方法寓 于 富含当今世界和我 国发展时代特征

的学习 情境 中 ，触发学生的
“

最 近发展 区
”

， 在知识分

享 、情感交互 、 心灵 沟通 中促进学 生人格 的健全发展

和生命意义的确认 ，进一步建构与历史文化传统相承

接 ，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公共道德体系 。

二 、树立科学精神 ， 陶冶 学生道德情感

科学精神要求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 的过程 中 ，

能做出科学的价值取向 。 当 今的高 中生思维发展具有

更髙 的抽象概括性 、反省性和监控性特点 ，基于最基本

的公民身份认同的道德情感进
一

步增强 。 作为公民 内

心情感体验的道德情感 ， 能够使学生树立对待个人与

国家 、个人与社会 、个人与他人关系 的 正确 道德观念 ，

引导学生 自 觉 践行社会公德 。 在高 中思想政治教学

中 ，教师可从两方面着手陶 冶学生道 德情感 。

一要增

强 自 身公民素养 ，在政治方 向 、 道德情操 、治学态 度 、人

格魅力等方面潜移 默化地影响学生 。 同时 ， 积极 了解

学生的思想动态和精神 状态 ，创设师生平等对话交流

的宽松 、民 主教学环境 。 二要创新课堂教学模式 ，基于

学生的意识状态 、 思想感 受 、 情感体验等创设学 习 情

境 ， 构建积极的 、健康的 、进步的思想道德与消极的 、有

害的 、落后的 思想道德 的情境 比较 ， 做到寓 理于情 、情

理结合 、以情育人 ，让学生在亲身经历和活动体验 中获

得感悟 ，实现教与学 的和谐共振 。 比如 ，

“

政府的 责任 ：

对人民负责
”

这
一

框时 ，我引用 了 以下 材料 ：

材料一 我 国 ２００ ８ 年粮 食总 产 量 ５ ２８ ５０ 万吨 ，

２０ １ ８ 年 预计 达到 ６ ．２５ 亿吨 。 ２０ １ ７ 年我 国 粮食 累 计

进 口１ ３ ０６２ 万吨 ，较 ２０ １ ６ 年增加 １ ３ ． ９％ 。 据测算 ， 我

国粮食储藏 、运输 、
加 工 等 环 节损 失浪 费 总 量 每年 达

３ ５０ 亿公斤 以 上 ，相 当 于 两 亿人 １ 年 的 口 粮 。 保 守推

算 ， 我 国 一 年仅餐饮食物 浪 费 蛋 白 质 就 达 ８０ ０ 万吨 ，

相 当 于 ２ ．６ 亿人一年 所 需 ； 浪 费 脂肪 ３００ 万 吨 ， 相 当

｜

德 育 时 空
中爹战％ 教学参考

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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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１ ．３ 亿人一年 所需 。

材料二 当 前 ，粮食危机 、环 境危机辦 频 出 现 ，反

对铺张 浪 费 正在成 为社会共识
。
全 国 范 围 内 正掀起

“

厉 行节约 、反对浪 费
”

的 清新之风 ， 坚决 遇 制
“

舌 尖上

的 浪 费
”

。 部 分 学校食堂发起 了
“

从我做起 ， 今天 不 剩

饭
”

的
“

光盘 行动
”

。

“

就 餐 时 适量 点 菜
” “

请 您 不 要 浪

费 哦
”“

不 剩饭 ， 不 剩 菜
”

等 类 似 的 温 馨提醒越 来越 多

地 出现在饭店 、 酒 店 经 营场 所 。

（ １ ）概括材料一所反映的 经 济信息 。

（ ２ ） 结合 《 经 济 生 活 》和 《 政治 生活 》 内 容 ，
思 考 如

何从政府 和公 民的 角 度深入 开展
“

光盘 行动
”

。

民 以食为天 。 我 国粮食产ｆｉ逐 年增加 ， 但也存在

着进 口 粮食 占 比增 加 、 粮食利 用率 低 、 浪费 严重等现

实问题 。
这道探究题 以 目 前我 国粮食形势切人 ， 着力

培养学生
“

节约粮食 、 爱惜粮食
”

的 意识 。 而
“

光 盘行

动
”

的深人开展 ， 不仅需要我 国政府坚持为人 民服务

的宗 旨 和对人民负责 的原则 ，履行好组织社会 主义文

化建设的 职能 ， 引 导人 们树 立正确 的消 费观 ， 自 觉节

约粮食 ；也需要公 民做 理智 的 消 费者 ， 坚持 权利 和义

务相统
一

的原则 。 在理论学 习 和情感 体验 中 增强 了

学生 的道德情感 。 高 中 思想政治 教学 过程 中 加强道

德情感教育 ，就要用交织着善与恶 、 正 与邪 、是与非 的

典型事例 ， 在近 乎真实 的学 习情境 中 促进 学生 责任

感 、义 务感等社会情感 的发展 。 同 时 ，在扶贫济 困 、环

境保护 、大型 活 动等方面 ， 以及关爱空 巢老人 、 留守儿

童 、残疾人等社会实践活动 中培养学生的 人文精神 和

道 德情怀 。

三 、 弘扬 法治意识 ，
磨砺学生道德意志

法治意识要求我们要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认识到

社会公德不仅是
一

个道德问题 ， 更是
一

个社会规则 问

题 。 随着学生 阅 历的增长和身心的 发展 ， 髙 中生 自 我

控制 的动力 由
“

他人控 制 、 外部控制
”

为 主 开始 向
“

自

我控制 、 内 部控制
”

为 主转 化 ， 但 自 制 力 仍然 比较 脆

弱 ，抗拒诱惑 的能力差 ，耐性不足 ， 行动 中容易 受到外

界环境的影 响 ，导致做事半途而废 。 这种 品德发展 的

动荡性 ，反映 了 品徳 的 不成熟 ， 也反映 了学生 的 品 德

初步具备独立性 、 自 觉性 ，体现 出独立性和依 赖性 、 自

觉性和幼稚性并存的过渡性品德特点 。 为此 ，髙 中思

想政治教学必须磨砺学生的意志品质 ，加强学生非智

力 因素 以及 自 觉性 、 坚韧 性 、 果 断性 、 意志力 、 自 制力

的培养 ，使其社会公德的 养成达到集 自 我 学习 、 自 我

控制 、 自我监督 、 自我评价 、 自 我锻炼 、 自 我培养 、 自 我

提高 于一体的 境界 。 比如 ， 教学
“

思想道德修养与科

学文化修养
”一

框时 ，我 引 用 了 以下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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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继 才 生前 是江 苏 省 灌 云 县 开 山 岛 民兵 哨 所 所

长 。 开 山 岛位 于 我 国 黄 海前哨 ，
面 积 只 有 两 个 足球场

大 ，但 战略位置 十 分 重 要 。 １ ９８ ５ 年部 队撤编 后 ，
设立

民兵哨 所 ，但 因 条件艰苦 ，先后 上 岛 的 １ ０ 多 位民 兵都

不 愿 长 期 值 守 。 １ ９８６ 年 ，
２６ 岁 的 王 继 才 接 受 了 守 岛

任务 ， 从此 与 妻 子 以 海 岛 为 家 ， 与 孤独相 伴 ， 在没 水没

电 、植物都 难以 存 活 的孤 岛 上默默 坚 守 ， 把青春年 华

全部 献给 了 祖 国 的 海 防 事业 。 ２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７ 日 ， 王

继 才 在 执 勤 时 突 发 疾 病 ，
经 抢 救 无 效 去 世 ， 年 仅

５８ 岁 。

王 继 才 同 志 守 岛 ３ ２ 年 如 一 日 ， 用 无 怨 无 悔 的 坚

守和付 出 ， 在 平 凡 的 岗 位上 书 写 了 不 平 凡 的 人 生 华

幸 。 爱 岗 敬 业 、 守 岛 卫 禮 、 爱 国 卫 国 ， 在他的 身 上 得 到

了 高 度统一 ， 也 构 成 了 他之 所 以 能 够 长期 吃 苦 、 长 期

奉献的 根本 逻辑 。
王 继 才 有 着 崇 高 的 理 想 和 坚定 的

信 念 ，他 虽没 有 惊 天动 地 的 业 绩 ， 却 感 人至 深地无 私

本献 ，诠释 着 自 己 的 人 生价值 ， 绽 放着 独 有 的 美 丽 ， 我

们要 大 力 倡 导这种 爱 国 奉 献精神 ， 使之成 为 新 时代奋

斗者 的 价值追求 。

运 用 《 文化 生 活 》知识 ，分析说 明 弘 扬 王继 才 精神

？

的 原 因 及意 义

丹青难书是精神 。

“

活 雷锋
”

王继才是家喻 户 晓

的时代楷模 。 他 的一生虽然没有创造惊天动地 的丰

功伟绩 ，但他 自 觉地
“

把有 限 的生命投人 到 无限 的为

人民服务 之中
”

。 他那无怨无悔的 坚守 、 爱 国奉献 的

高 尚情怀 ，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都是鼓舞和 激励

学生前进的精神 力量 。 学生不仅能够从王继才 ３２ 年

的守岛历程 中深刻感受到他那髙 尚 情怀 ， 而且能够将

其 内化为社会公德和 自律能力 ， 从而 陶冶 思想道德情

感 ， 不断追求更高 的思想道德 目 标 。 髙 中思想政治教

学就是要充分利用这些传递人生积极追求 、 高 尚 道德

境界和 健康生活 情趣 的精神文化 ，弘扬真善美 ， 贬斥

假恶丑 ，起到怡情养志 、涵育 文明 的重要作用 ， 在正 向

激励 中磨砺高 中生的 道德意志 。

四 、 有序 公共 参 与 ， 坚定学生道德倍念

公共参与要求我们要有序参与公共事务 ， 勇于承

担社会责任 。 坚定的 公德信念能够使高 中生获得 自

觉践行社会公德 的精神力 量 ，养成 自 觉践行道德规范

的 良好习 惯 。 社会公德 的教育过程就是通过教师 的

解释说 明 、 示范 引 导 、 行为 监督等过程帮 助学生对社

会公德规范进行道德 内化 、行为外化的过程 。 在高 中

思想政治课教学 中 ， 坚定学生道德信念应做好三项工

作 ：

一

要言传身教 ，注 重 自 我修养 ， 完善 自 我人格 ， 注

０意言谈举止 ， 强化社会公德的示范教育作用 。 二要善

＾２ ０

２０ １ ９＾ １？ｍｍｍ

于发现和 运用先进典型 ，让高 中 生从先进典型 的先进

事迹和优秀 品格中汲取无穷力量 ， 强化正向 激励 。 三

要善于创设具体的道德情境 ， 帮助学生利用原有的 品

德结构对情境 中 的伦理道德准则进行不 同 程度 的 内

化 ，并将道德计划转 化为外显 的 行为特征 ， 以 满 足 道

德需要 。 比如 ， 教学
“

文化创新 的途径
”

这一框 时 ，我

引用 了 以下材料 ：

材料三
‘‘

孝
”

文 化历 来被 看作 中 国 传 统 文化 中

最基本 、 最 重要的 德行之一 。 元代 郭 居敬辑 录 的
“

亲

尝 汤 药
” “

卖 身 葬父
”“

怀橘 遗 亲
”

等 古代 ２４ 孝 故 事 ， 集

中展现 了 历 史 悠 久 的 孝 道文化 。 全 国 老龄 办 最近 发

布 的新 ２ ４ 孝行动 标 准 包 括
“

教 父母 学会上 网
” “

仔 细

聆听 父母的 往事
”

等 内 容 。

材料四２０ １ ８ 年 中 国 最 美孝 心 少 年候选人之 一

王子 豪是湖 北 省 衷 阳 市 第 二十 中 学 的 学 生 ，他本在 父

母庇佑下 无 忧 无虑 生活 着 ，但其 父 王开 久 工作 时不 幸

被烧伤 ，生命垂危 。 这个只 有 １ ３ 岁 的 少 年 割 皮救 父 ，

用 自 己 的 行 动 诠释 着
“

乌 鸦 反哺 ， 羊 羔 跪 乳
”

这 句 俗

语 ，他 把 大 孝 至 爱 装在 心 中 ， 也 让
“

孝 敬
”

二 字 恒 久

芬芳 。

（ １ ）我 们应 该如何对待传统
“

孝
”

文化 ？

（ ２ ） 王 子 豪 同 学 的 事迹对我 们 继承 与 创 新 传 统道

德有哪 些启 示 ？

百善孝为先 ，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 对待传

统孝文化 ， 我们要做到
“

取其精华 、 去 其糟粕 ， 批判继

承 、古 为今用
”

，对精华部分要保持和 发扬 ， 对糟粕部

分要改造和剔除 ，更要在社会实践发展的基础上注人

时代精神 。 王子豪 的事迹 能让学生切身感受 到 身边

榜样的力ｆｆｌ ，起到情感激励和 榜样示范 的作用 。 高 中

思想政治教学就是要善于创设各种道德两难 的情 境 ，

如老人倒地要不要扶 、 乘坐公交要不要让座 、 行人落

水要不要救等道德冲 突 ， 中 国式过 马路 、 慈善
“

诈捐
”

等法律冲突 ， 以及节水节 电 节粮 、 爱护环境卫生等校

园道德现象 ，让学生主 动经历观察 、讨论 、 质疑 、探究

等过程 ，做 出正确 的 价值判断和 价值选择 ，将 社会公

德意识 自觉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和 自 觉行动 ，不断彰

显社会主流价值观 。

社会公德作为 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 ，是一个人道

德 素质水准的基本表现 。 学生 只有在增强社会公德

认知的 基础上 ， 不断陶 冶公共道德情感 ， 内 化道德思

想 ，外化道德实践 ，知行合一 ，才能达到 更高 的 道德境

界 。（本文 搞 辑 ： 銲 仁卑 ）

（
２ １ ４ ２０６江苏省宜兴市教师发展 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