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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娇吴世宾

■盛磁凰虱———一婀。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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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引领生涯规划教育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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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议题式教学与思政课教师角色新定位⋯⋯⋯董 辉 韩 宁

一文化经典●

76)2020，中华文化的新篇章

——全民抗“疫”的文化纪要⋯⋯⋯⋯⋯⋯朱爱华 张爱群

一学科研修■

79)我的实践，我做主(一)⋯⋯⋯⋯⋯⋯⋯⋯⋯⋯⋯⋯⋯张汉云

一学术书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创新研究(寇 进)／思想政治教育

与创新创业教育协同发展路径(胡瑞挺)／高校思政教育改革创新

性研究(张 燕)／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内涵与特征研究(周墨林)／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沈洪艳 张国福)／高校思

政课教学时效性创新研究(吴莉莉 刁 溯)／创新与传承相融合

的大学生思政教育研究(朱 翔)／法律教育与法律人才培养初探

(裴 旭 刘 浩 周晨曦)

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硕士研究生实践指导教师和

理论实践双导师。荣获全国

育工作者、福建塔“五四青年

南平市“劳动模范”、南平市“十大杰

出青年”等荣誉称号；曾获福建髫首

届教师技能大赛高中政治学科一等

奖、福建省优质课比赛一等奖；系福

建省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福建省

名校长后备人选培养对象、南

名师培养对象、南平市中青年

教学带头人。多篇论文在《咿

治教学参考》《思想政治课教学

期刊发表，主持完成5项省级‘

研究。

欧老师提出点“芯”思政的

主张，注重思政课课堂教学的．

逻辑和政治逻辑，以透彻的学．

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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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

“新课标”)指出，高中思想政治是-I'1综合性、活动型学科

课程。教学设计能否反映活动型学科课程实施的思路，关键在

于确定开展活动的议题。据此，新课标在“课程内容”部分，

针对各个必修模块提供了议题设计提示，在“教学与评价建

议”部分则给出了具体的议题设计示例。为了帮助广大教师转

变教学设计思路、适应新课标要求、提高教学实施水平，陕西

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中学政治教

学参考编辑部特举办“首届全国高中思想政治议题式教学设计

大赛”活动。具体通知如下：

本次大赛主办单位为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陕西

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中学政治教学参考编辑部。

1．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教研员个人参赛。

2．各级教研机构、名师工作室、学科组等集体参赛。

以新课标相关规定为准，涵盖统编新教材四个必修模块，

以及旧教材《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

哲学》四个必修模块中与新课标相对应的部分。

教学设计须为原创，无政治性错误，符合新课标议题式教

学的有关要求，思路清晰、逻辑严密、重点突出、素材翔实、

案例典型，能够完整呈现议题式教学流程。

1．作品提交时间：2020年5月25日一10月31日。

2作品评审时间：2020年11月1日一11月30日。

3．公布评比结果、邮寄获奖证书：2020年12月。

由大赛组委会聘请国内政治学科知名专家组成评委会，

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对作品进行全面、客观、科

学评审。

1．参赛名额不限，每人参赛作品数量不限。

2．参赛作品内容：应包含姓名、单位、地址、电话、邮
，I．

箱、课题或议题名称。

3．参赛作品提交方式：电子版word文档，以附件形式提交。

4．参赛作品格式要求：(1)用A4排版，标题用3号黑体，

正文用4'4号宋体，文中小标题用小4号黑体，1．5倍行距。

(2)题下署名，文后附作者姓名、所在单位、联系方式等。

5．提交邮箱：canpin98197@163．com(务必在邮件主题栏注

明“姓名+教学设计大赛”字样)。

1．个人奖项：将根据具体参赛总体情况评选出特等奖

(10％)、一等奖(200／0)、二等奖(30％)、优秀奖(40啊t9)。

所有获奖作品由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颁发获奖证书，活

动结束后，选取部分特等奖作品在《中学政治教学参考》(上

旬)刊登，特等奖、一等奖和部分二等奖作品结集出版。

2．团体奖项：设置优秀组织奖若干，由陕西师范大学基础

教育研究院颁发荣誉证书。

通过期刊、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个平台公布获奖名单。

每篇作品200元，用于专家评审、证书制作、快递等费用

支出。费用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下方二维码支付，付款时备

注“姓名+教学设计大赛”。

范大学出版总社中

政治议题式教学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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