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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要把握好“度”⋯⋯⋯⋯⋯⋯⋯⋯⋯⋯⋯胡继慧

一时势时话一

6)坚持胸怀天下：理论逻辑·丰富意蕴·价值审视⋯⋯任伟 欧迪

10)对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及其提升策略的学理分析⋯⋯⋯⋯⋯赵学琴

一时代礼赞一

14)以伟大斗争精神涵养民族复兴磅礴伟力⋯⋯⋯⋯⋯⋯⋯⋯张立娟

17)在坚定“四个自信”中增强党的领导自信⋯⋯⋯⋯⋯⋯⋯⋯刘 炜

一理念传导一

20)新时代知行合一观⋯⋯⋯⋯⋯⋯⋯⋯⋯⋯⋯⋯⋯⋯⋯⋯⋯蔡克文

24)红色精神叙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杨亚凡

工莲誊翟乱————_醺鞣一；；

一立德铸魂●

27)学校红色文化基因传承中的对话教育⋯⋯⋯⋯⋯⋯⋯⋯⋯潘娜

3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的本质、价值与路径⋯⋯⋯⋯韦柳霞

一教海导航一

3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中学课程探析⋯⋯⋯⋯王中华余 莎

39)思政课教学求“实”之路探索⋯⋯⋯⋯⋯⋯⋯⋯⋯⋯⋯⋯⋯金正连

42)思政教育问题意识策略探究⋯⋯⋯⋯⋯⋯⋯⋯⋯⋯⋯⋯⋯祝越

一课程建设一

45)初中道德与法治课何以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魏荣军

48)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颜雨萱付晓男

一教育教学一

51)打开围绕核心目标的主题教学视界

——“民族团结”主题一体化教学纵论⋯⋯⋯⋯⋯⋯⋯⋯⋯徐静

54)思政课教学良性互动策略⋯⋯⋯⋯⋯⋯⋯⋯⋯⋯⋯⋯⋯⋯刘秀媚

i

姣榭炜秆婷忠林

建传文宏

黄高张王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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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思政课何以融合爱国主义教育⋯⋯⋯⋯⋯⋯⋯⋯⋯⋯⋯⋯王伟静 O

60)中学思政课“三情三美”教学的内涵与价值⋯⋯⋯⋯⋯⋯⋯沈群英

63)思政课讲好党史故事的四重维度⋯⋯⋯⋯⋯⋯⋯⋯⋯⋯⋯王康

■情境在线■

66)红色故事融入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逻辑

⋯⋯⋯⋯⋯⋯⋯⋯⋯⋯⋯⋯⋯⋯⋯⋯兰仙平 席步鑫张征华

69)微课堂：高校德育精细化的趋向⋯⋯⋯⋯⋯⋯⋯⋯⋯⋯⋯⋯谭萍

一以案论道一

72)对思政课合作探究教学的再思考⋯⋯⋯⋯⋯⋯⋯⋯⋯⋯⋯李红梅

75)表现性教学在高校思政课中的运用⋯⋯⋯⋯⋯⋯⋯⋯⋯⋯朱媛

■学科研修■

78)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维度转向探索⋯⋯⋯⋯⋯⋯⋯⋯皮学尚

81)高中政治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体系建构与实施⋯⋯⋯⋯⋯⋯叶小婷

84)“四史”教育融入日常思政的背景、逻辑与路径⋯⋯⋯⋯⋯⋯李庆朋

一涵养精神一

87)中国式健康现代化道路及其世界意义⋯⋯⋯胡晓霞白清平常乃升

91)深度劳动教育助力生涯规划探究⋯⋯⋯⋯⋯⋯⋯⋯⋯⋯⋯王红艺

94)思政课深度学习策略探究⋯⋯⋯⋯⋯⋯⋯⋯⋯⋯⋯⋯⋯⋯杨晓光

。庐目。

一学术品读一

音乐疗法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刘晓雷 陈 钰)／基于马克思主义

的学校思政教育创新(李艳艳)／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德育课程教学改革

(梁晏菲)／对创新创业实践课程体系的思考(章 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播的思政教育载体(苏战涛)／立德树人视域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创新

(孙丽丽 孙晓云)／思政教育价值的实现途径(刘断思)

目☆目向o
★选题征集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

(2017年版2020年修订)》《义务教育
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已

然实施，新时代背景下思政课程改革

与发展势在必舒。那么，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囊义思想如何进教钟、
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思政学科核心素

养如何解读，新课标背景下思政课教
学面临怎样的挑战，亟须一线教师给

出应对举措。我们欢迎您能对此深入
思考、提出选题。投稿邮箱：xzzk666@

163．com。

★培训合作

为推动中学学科建设，服务中学

教师专业发展，本部依托陕西师范大

学优质师资力量、西安市名校办学经

验，以及办刊50年来积累的优质学科

资源，全年推出系列专业会议及培训
活动。您可以选择性参加骨干教师、班

主任、学科德育、名师工作室、教研员等
各类培训活动，也可以参加课题研究、

卓越课堂、品位课堂等品牌学科会议，

我们更希望与您在会议培训方面展开

合作。咨询电话：029—85308010。

★封面征集

自“第3周”在邮局征订，被中国知

两、万方数据、维普资讯全文收录后，其

移响力和覆盖萄沭断扩大≯与“第。】_¨

周⋯‘第2周”刊登封面人物不同，第3

周”利用封面、封底对全国知名中学进

行大力宣传，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此，

表刊诚挚邀请各地名师和教研员积极
推荐当地重点中学，加强刊校互动．，寻
找研讨课题，促进教师成长。详情请来

电咨询：029—85308351。

版权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维普资讯以数字化方式复

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Flf全

文。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
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

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

明处理。

☆所投本刊稿件，须为原创，遵守

学术规范，文责自负。
。☆本刊自2022年1月1日起只接

收首阳云平台投稿，原投稿邮箱仅供联

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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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砥砺前行中的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政治组

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是省级示范高中、全国首批“双新”实施示范校。学校积极践行“我畅想、我追

问、我行动”校训，秉承“老师与学生共同发展、幸福成长”办学理念，牢固树立“养平民情怀，育卓越人

才”培养目标。 “立德树人、勤研善教、互助和谐、砥砺前行”是合肥市第八中学政治组的生动写照。目

前，政治组共有教师16人，其中，硕士研究生6人，中学高级教师12人，安徽省优秀教师、安徽省教坛新星各

1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政治组坚持将“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引导学生坚定“四个自

信”， “四史”教育初显成效。政治组教师还参加了安徽卫视《理响新时代》节目的录制，引发强烈反响。

◎提素养 课前三分钟，润物细无声。政治组坚持开展“课前三分钟时事播报”，不仅培养了学生关键

能力，也涵养了家国情怀，还让学科素养落地生根。《合肥新闻联播》对此进行了报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

效应。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政治组教师带领学生积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指导学生

社团活动，指导的小红书社团、辩论社、模拟联合国等在合肥市社团展评活动中多次荣获“优秀社团”称号。

“三新”新要求，理论勤学习。政治组以省级课题为抓手，开设“新课程新教材新高考”

系列微讲座，加强理论学习和学术研讨，不断提升专业素养。

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合肥市第八中学作为安徽省首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改革

创新联合体成员校，积极参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活动，共研共商共享。

协作增智慧，互助传温暖：在教研中，政治组团队协作、精益求精，依托集体智慧，共14人

次获得省、市教学比赛一等奖，多篇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供稿：岳梅崔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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