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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卷首语藏戳

1)践行全会精神 点亮教育之路⋯⋯⋯⋯⋯⋯⋯⋯⋯⋯杨恭田

』藤曩瓣。。，j。。。。。。。．
辫理念传导骥

4)面对“双减”，道德与法治课如何作为 ⋯⋯⋯⋯⋯⋯⋯韩 杰

7)学生讲述：让师生角色回归 ⋯⋯⋯⋯⋯⋯⋯⋯⋯⋯⋯严卫林

粼新区新路瓣

9)一题多境：培养初中生法治意识的有效策略 ⋯⋯⋯⋯胡 洁

13)指向辩证思维的辨析式教学例析 ⋯⋯⋯⋯⋯⋯⋯⋯陈俊睦

』墨恳回瓣，。

瀚教学新视爨

16)“教为不教”视域的助学课堂落点选择 ⋯⋯⋯⋯⋯⋯吴雪平

18)教学过程中的课堂亮点营造 ⋯⋯⋯⋯⋯⋯⋯⋯⋯⋯奚燕萍

麟教育教学黼

21)例谈核心知识项目化教学策略 ⋯⋯⋯⋯⋯⋯⋯⋯⋯蒋 健

24)核心素养视域的思维品质培育路径 ⋯⋯⋯⋯⋯⋯⋯宿春莺

26)三级议题体系及其教学应用 ⋯⋯⋯⋯⋯⋯⋯⋯⋯⋯李 逸

瓣课例赏评麟

30)一节“另类”的公开课 ⋯⋯⋯⋯⋯⋯⋯⋯⋯⋯⋯⋯⋯高秀杰

32)这节课缺失什么 ⋯⋯⋯⋯⋯⋯⋯⋯⋯⋯⋯⋯⋯⋯⋯吴钊雄

34)百年大党·问初心 ⋯⋯⋯⋯⋯⋯⋯⋯⋯⋯⋯⋯⋯⋯魏世芳

粼教学样态燃

37)“四实”课堂：返归实事求是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沈 剑

40)优化教学环节 放大学习效应 ⋯⋯⋯⋯⋯黄继敏 柴厚伟

滋魅力实践滤

43)融合生涯教育的课程实践 ⋯⋯⋯⋯⋯⋯⋯⋯⋯⋯⋯林其广

45)核心素养视域的“四史”学习教育长效机制 ⋯⋯⋯⋯赵爱玲

。愿烈霹纛耍甄薅。～。

黼习而时察麟

48)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初中生讲述身边的中国故事(2)

⋯⋯⋯⋯⋯⋯⋯⋯⋯徐澍泽孙安琪方越黄许媛

张雨轩 王钧陶 苏毅阳 朱笑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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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二j：。i：；．．i誊二：誊．鍪滋逡豳澄圈圈曩豳奠函k

髓话说资源簇

53)借用家长资源
助力学科教学⋯⋯⋯⋯⋯⋯⋯⋯⋯⋯张敬彬O

55)主题学习视域的课堂教学资源开发⋯⋯⋯⋯⋯⋯⋯⋯昊 春

潮以案论道鬻

58)给课堂一个故事⋯⋯⋯⋯⋯⋯⋯⋯⋯⋯⋯⋯⋯⋯⋯⋯李国会

60)巧借榜样人物 提高课堂实效⋯⋯⋯⋯⋯⋯⋯⋯⋯⋯杜青梅

J戳照撼鼠辩蟛、瓤獬

翻备考方略黻

62)主题单元复习的点、线、面、体

——以“责任”主题单元为例⋯⋯⋯⋯⋯⋯⋯⋯⋯⋯秦元昶

65)构建考，点关联 赋能高效复习

——以“守望精神家园”复习课为例⋯⋯⋯⋯⋯⋯⋯曹仁慧

骥评价论坛麟

69)五级评课法：为评课锦上添花⋯⋯⋯⋯⋯⋯⋯⋯⋯⋯宋 健

71)比较评课法实践尝试

——以“维护国家安全”同课异构为例⋯⋯张庆杰 黄本新

』聪豪囊垦回。。．．，

篡为师之道缫

73)培育“四有”教师，助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姚淑娟

麓大家启智辫

76)探析写作发现 解码写作套路⋯⋯⋯⋯⋯⋯⋯⋯⋯⋯林雪微

79)浅谈道德与法治课学生证据意识的培育

——以“合理利用网络”教学为例⋯⋯⋯⋯吴晓瑜 向 颖

。尹目。

豢学术品读糕

儒家德育思想对当代思政教育的启示(胡 伟)／视觉符号传播：红

色文化大众化传播的有效路径(张志巧)／依法治国视域的思政教

育创新(段中卫 王 琳)／思政教育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探究

(王 敬)／红色文化对思政教育的作用(谭 颖 李 坚)／信息全

球化背景下的家国情怀培养(王 琪)／“四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

思政课的现实思考(董祥武 徐 霞)／中职学校思政教育创新路

径(刘仙翠)／基于学生精神家园建设的思政教育研究(李 酷)／课

程思政视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徐光淼 赵红妍)

蒯蒯戮瀚鬻缀麟鬻鬻隳豢嚣i蒙、囊j誊『』
i

雹

骆小成，中共党员，高级教师，教

育硕士，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教师，浙江

省浙派名师培养对象，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实践导师、大学生研习会指

导老师，义鸟市拔尖人才、义鸟市社科

联首批社科专家。获浙江省教科研先

进个人、义鸟市“创建学习型组织职工

标兵”、义鸟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义乌

市教育系统优秀党员、义鸟市课程改

革“实践与探索”先进个人等荣誉。所

著《故事的力量——初中(道德与法

治)学科故事化教学探索》，《中国德

育》杂志发文推介。

骆小成老师长期进行故事化教学

实践，总结了以故事为栽体、积极信念

为引导的故事导学法，研究成果获金

华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并分另lj在河南

省、山西省教师国培班上宣讲。

骆小成老师教科研成果荣获国家

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多项，《故事化

育：初中思品课故事化教学探索》获浙

江省教科研成果一等奖。在《中学政

治教学参考》《思想政治课教学》等杂

志发表论文多篇，其中，《不器型教师

成长路径探析》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中学政治及其他各科教与学》全文

转载。

版权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

维普资讯、万方数据以数字化方式复

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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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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坌绰崖《皆学魏渝爱冀他备科教匈学》
转载鸯剥寞章一览

痔号 作着 文章题目 釜彝蓑鸶霉爹蓑鸶 本刊刊期各科教与学》刊期 今11J 11J硼

赵敏 基于大概念的思想政治课教学设计
1 陈红——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例 2()21年第1期 2I)2()年9月第1周

’ 孙燕

程迓庆
j

刘洁帆

沈笑英
4

张海龙

张广宇
3

冯伟

6 庄晓卉

7 王恒富

8 裴勇

9 王小叶

10 王永玉

1 1
郝良群

“
范斌

12 王宏

，3 霎鸶
，4 专庆耋
·5毅篆
1 6 付有能

，， 骆柏林
l／

王国芳

18
余晓蓉

易碧莲

19 程水莲

陈怡

区域教学型集体备课探索 2()21年第1期 2()2()年9月第2周

基于教材解读的教学立意提炼 2()21年第2期 2()2()年9月第2周

咄专麓缆嚣翳糍鬻蝴析2。Ⅲ铺期2呛删1月——基于《中学政治及其他各科教与学》中学思政论文转载情况的分析 21)2l干矛～’划 _比l干l川乖l周

一统擞芝蒌葬黧篙纛改说明 2吃惭3期2t囫m·脯周——统编必修2《经济与社会》教材修改说明
型J2 l干币j别 』比¨干ll川币l用

学科教育价值实现的路径：崇真·悟思·向善 2()21年第4期 2()2()年12月第2周

议题式教学活动设计的误区、缘由及对策 2()21年第5期 2()2()年12月第1周

初高中思政课教材内容重复问题研究 2()21年第6期 2()21年1月第1周

教育评价改革视域的主观题命制 2(_121年第6期 2()：1年2月第2周

基于教学要素的听评课维度构建 2()21年第7期 2()21年3月第1周

大单元视域下学暑薏碧釜芝鲁粤翌，二四个统一” 2021年第8期 2()21年4月第1周
——以“依法治国”为例

。。1’刁“”“ 一“”“1“”。

自命题方法例析 2(’)21年第8期 2(121年5月第2周

党史素材在思政课教学中的运用论析 2f)21年第9期 2(121年1月第1周

聚人≈。。，慧曼曼^．娄悉置』：釜紧。 2021年第9期 2()21年5月第1周
——一体化视域下思政课教研新思路 一⋯一”～” ⋯一⋯⋯”⋯

初高中思政课一体化建构困境与策略 2021年第1()期 2()21年7月第1周

统编高中思想政7皇豢芗妻孽銎设计的学习支架 2021年第1()期 2()21年6月第1周
功能及其运用 一⋯1‘ ” 一⋯⋯’⋯

以有情之境助素养提升
——活动型学科课程教学之教学情境创设与利用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教学设计维度探索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单元教学为例

课堂观察促进教师深度反思的实践研究
——以两节“活出生命的精彩”研究课为例

2()21年第11期 2()21年7月第1周

2021年第1 2期 2()21年8月第1周

2(_)21年第12期 2()11年7月第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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