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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历史题材的议题式教学路径
———以五年级下册《中国有了共产党》一课为例

谢林燕

　 　 【摘　 要】用好历史类题材,引导学生知史明理,树立正确的观念,实现价值内化,是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

的教学目标。 在历史题材的课堂中,教师可尝试开展议题式教学,即“解读文本,确定方向,使议题立意具高

度;创设情境,联系生活,使议题内容有温度;议问结合,深入思考,使议题探究显梯度”,让议题式教学成为一

种教学新样态。
　 　 【关键词】道德与法治;历史题材;议题式教学;情境

　 　 用好历史类题材,引导学生知史明理,树立正确

的观念,实现价值内化,是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

学目标。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 年

版)》明确指出:积极探索议题式教学方法,通过设置

议题,创设多样化的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开展自主、
合作的实践探究和体验活动,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 在历史题材教学中,教师可尝试引入议题

式教学,以议题为切入点,做到“议题立意具高度,议
题内容有温度,议题探究显梯度”,对教学内容进行

结构化、序列化设计,让教学变得生动、深远。 本文

以《道德与法治》五年级下册《中国有了共产党》一

课为例,探寻道德与法治课堂议题式教学新路径。
一、解读文本,确定方向,使议题立意具高度
议题是议题式教学的宏观线索,而立意是议题

的灵魂,统率议题式教学的各环节。 议题立意的设

计应紧扣教学目标,凸显价值引领,关注“把学生带

到哪里去”,确保方向的正确性。
(一)把握单元主题,于宏观处统整

单元主题往往以教学任务或核心概念的形式呈

现。 而每个教学任务或核心概念又包含着一定的议

题。 因此,教师应紧紧围绕单元主题来实施议题式

教学,让单元教学内部的每课内容都由“一根线”贯
穿,以此达成培育核心素养的目标。

《道德与法治》五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百年追

梦,复兴中华”以时间为脉络,以精神为核心,呈现了

近代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程,
歌颂了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与爱国精神。 笔者从单

元整体价值追求出发,设计了统摄本单元的核心议

题“你感受到了怎样的精神力量”,引导学生透过纷

繁的史实,直抵革命者言行背后的精神内涵和强大

的人格力量,懂得革命精神的重要价值。 笔者结合

历史单元教材的编排特点和设计思路,厘清教学任

务和核心概念,将课堂进行分解并确定不同课时具

体的教学议题,进而产生系统整合效应。
(二)理顺“课”与“框”,于关键处提炼

“课”和“框”是组成教材文本的基本单位。 一

般而言,课标题或框标题就是教学的核心内容。 而

框标题明确了教学活动的开展方向。 在解读教材

时,教师可围绕课标题、框标题中的关键词,把关键

词前后的省略部分补充完整,或者对关键词进行延

展。 这样便能确定教学议题。 如教学《中国有了共

产党》一课,笔者结合该课的课标题和框标题中的关

键词,提炼了以下三个主议题(如表 1)。
表 1

课标题 框标题 主议题

《中国有了

共产党》

开天 辟 地 的

大事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

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感悟红

船精神)

星星 之 火 可

以燎原

星星之火是如何渐成燎原之势

的(感悟井冈山精神)

红军 不 怕 远

征难

为什么红军“不怕”远征难(感
悟长征精神)

　 　 (三)研读课时内容,于微观处梳理

在确定子议题前,教师应对本课时的教学重难

点进行梳理,使议题更具导向性、精准度,便于学生

更好地把握课时内容。 如第三板块“红军不怕远征

难”主要是让学生了解长征的历史背景、路线和过

程,感受、弘扬红军在长征途中艰苦奋斗、勇于献身

的革命精神。 教学时,笔者结合本课的教学目标和

主议题,梳理了以下子议题(如下页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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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框标题 子议题

红军不怕

远征难

这场远征“难”在哪里

为什么红军能够克服重重困难

我们应该怎样学习红军的长征精神

　 　 让课堂教学顺利展开,仅凭一个主议题是难以
实现的。 教师应根据教学逻辑分解主议题,从不同

维度设计系列子议题,从而形成议题体系。 如此,在
解决子议题的过程中呈现历史发展主线,促进学生

多元思考,深入探究,领悟隐含的精神与价值。
二、创设情境,联系生活,使议题内容有温度
情境的创设对议题的精准切入具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 教师应注重优化情境设计,充分关注社会现
实,选择贴近学生生活,便于学生感知、体验的议题

内容,使学生有所感,有所悟。
(一)巧设生活情境,于真实中体味

教学中,教师既要关注议题与学生生活世界的
关联,又要重视通过议题将抽象的历史内容拉回学

生的现实生活中。 创设生活情境是实现教学目标的
有效做法,学生在情境中明事理、悟真理,提升分析

能力与判断能力。
教学本课第一板块“开天辟地的大事”时,笔者

从“如今,依然有无数党员勇担当,敢牺牲。 你知道
哪些共产党员的事迹?”这一议题切入。 为了让课堂

与学生的生活顺利衔接,笔者引入了如下情境:2020
年,新冠疫情肆虐中华大地,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

全,无数共产党员毫不犹豫地主动要求去最危险的
地方,涌现出了无数感人事迹。 接着,笔者播放了微

视频《武汉十四日》,引导学生交流、分享疫情期间自
己了解到的共产党员的抗疫故事(课前布置搜集故

事的任务),并说说自己的感受。
生活情境的创设使学生将目光转回现实。 学生

关注到共产党员勇担当、敢奉献的事例,感受“红船

精神”在一代代党员身上的继承和发扬,萌生出对中
国共产党的热爱之情。

(二)巧用实物情境,于直观中思忖

教师在创设情境的过程中,可适时运用图片、实物、
模型等直观形象的材料。 具体而言,教师可展示物品并
配以有说服力的讲解,将抽象的议题具象化,吸引学生

积极参与到议题中,探索物品蕴含的历史意义。
如在教学第二板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笔

者先提出议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因有哪些?
接着创设了如下情境: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落脚后,
红军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看一看井冈山博物馆中展
出的这些展品,你发现了什么? 笔者出示朱德的扁

担、井冈山的油灯等物件的照片(如图 1、图 2)。 照

片正面是展品,背面是展品故事。 每小组分到一张

照片。 学生要先了解展品背后的故事,再说说“博物

馆里为什么要展示这些很不起眼的物品”。

　 　
　 　 图 1　 　 　 　 　 　 　 　 　 　 图 2　

利用具体的图片来呈现议题内容,让学生用不

同的感官进行感知,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探究欲

望。 上述案例中,笔者借助照片,带领学生探究照片

背后的故事,让学生感受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坚定追

求理想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并顺势找到“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一个原因。
(三)捕捉实践情境,于生活中笃行

导行类议题要求教师创设实践情境,以具体的

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展开实践,让学生获得真实的体

验和感悟,深化对议题的认识和理解。
教学本课第三板块“红军不怕远征难”时,笔者将

子议题确定为“我们应该怎样学习红军的长征精神”。
笔者导入情境:长征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当年,战士

们用坚定的信仰,以抛头颅、洒热血的方式走完他们

的长征;新中国成立后,邓稼先、钱学森等共产党人,攻
坚克难,用自己的才华践行他们的长征精神;如今,
“玉兔”登月、“蛟龙”潜海,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为了

伟大的中国梦而践行他们的长征精神。 那么,作为少

先队员的你,在学习和生活中是否遇到过困难? 你是

怎么想的? 又会怎么做呢? 请大家结合自己遇到的困

难,制订一个战胜困难的计划,写在“我的‘长征’卡”
上,并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完成这个计划。 一个月后,
笔者与学生交流成果,某学生完成的“长征”卡如图 3。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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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捕捉实践情境,促使学生沉浸式参与,把
看似遥不可及的长征精神与学生的生活联系起来,
引导学生思考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该如何在自己

的生活中学习长征精神,并让学生撰写志向卡,设立

小目标,在生活中践行长征精神。
三、议问结合,深入思考,使议题探究显梯度
在议题式教学中,问题是推进课堂教学的线索。

它是议题细化的结果,是为实现课堂教学目标服务

的。 议题下的问题要彰显梯度,体现结构化、序列
化、递进式的特点,使议题更有深度。

(一)善用追问,全面理解议题

追问能够促使学生对原来的问题进行深入而周

密的思考,或由表及里,或由此及彼,或举一反三,从
而达到准确、全面、深刻理解的程度。

教学第一板块“开天辟地的大事”时,有一个子议

题为“五四运动的意义何在”。 为了让学生深入思考议

题,感受知识青年的爱国情怀,笔者开展了以下追问。
师:仔细观察课本第 59 页“阅读角”中的这幅油

画,从画中人物的身份、神态、动作、口号等方面入

手,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
(生观察油画)
师:让我们观看一段视频,回到 1919 年 5 月 4 日

的天安门,说说你感受到了什么。 你觉得这是一群

怎样的年轻人?
(生观看五四运动学生游行的视频)
师:学生们的主张成功了吗? 五四运动的结果

如何? 让我们继续观看视频,寻找答案。
师:五四运动后,中国有了哪些改变? 阅读史

料,说说你的发现。
上述案例中,笔者在学生回答完起始问题的基础

上,有针对性地进行追问,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激发

学生强烈的求知欲,使学生的思维过程水到渠成。
(二)明确导问,有效化解问题

史料学习中,有时可结合议题,设置指向明确的

问题串,让学生在教师的导问下展开思考。 笔者通

过有的放矢地前置导问,促使学生深入思考具体历

史问题,直至思维走向柳暗花明。
教学本课第二板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笔

者设置了子议题“计划攻打长沙,为什么最终却去了

井冈山”,组织学生借助教材第 62 页“阅读角”等相

关史料分析原因。 笔者在学生讨论之前便设计了以
下几个问题,进行导问。

问题 1:为什么革命军损失严重?
问题 2:对策是什么?
问题 3: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对策?
借助指向明确的一系列导问,能使议题教学更

具针对性与指导性。 学生在逐一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自然而然了解了“井冈山的地理位置好,进可攻
退可守,且山上有我军的组织,还能保障补给,所以
选择井冈山作为目的地”,使问题迎刃而解。

(三)系列探问,实现思维进阶

在学生了解信息量大的历史事件时,教师可以
把主议题化解为几个子议题,并逐一发问,做到化大
为小,化难为易,由浅入深,层层递进,把学生的思维

引向新的高度。
本课第一板块“开天辟地的大事”的主议题为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
事”。 笔者紧扣此议题,按照历史事实,结合相关学

习资料,设计了系列问题。
问题 1: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有识之士

是如何进行救国探索的?
问题 2:这些救国探索的结果如何? 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问题 3: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

要探索一条新的救亡图存之路?
问题 4:新的救亡图存之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探索的结果如何?
问题 5:是什么让共产党人无惧死亡?
历史发展的主线串起了核心史实。 学生围绕上

述问题,展开探究式学习。 他们深入体会了敢为人
先、百折不挠的红船精神,明白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意义。

议题是议题式教学的纽带,贯穿教学活动的始

终。 其思辨性、引领性及适切性直接决定教学目标
的达成度。 在历史题材的课堂中,教师可尝试引入
议题式教学,并以议题为切入点,力求“议题立意具
高度,议题内容有温度,议题探究显梯度”,使教学走

向生动、深远,让议题式教学成为一种教学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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