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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第]周 1)思政人眼中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方 舟

、9曩霉篙累岬J血匾篮L一黔一主 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一时代礼赞一
主 办 陕西师范大学4)论正确理解新时代“大思政课”的五对关系⋯⋯⋯⋯⋯肖 珍
出 版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7)伟大建党精神何以融入思政课一体化教学⋯⋯代海林刘婵婵

嫠耄絮釜羹薹誓差差差府管理学院 一课程建设一

漂豢出搿 ；；淼一篓一：：：：：：：：．．茹黔期刊编委会 ■思政育人一

主 任 魏立安 15)在历史交汇点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许 光

副主任 康维铎
_理念传导一

塞蓁窭治教学参考 17)基于立德树人理念的思政课教学现状分析及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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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黄建炜 21)高中《读本》教学的tt学思践悟” ⋯⋯⋯⋯⋯⋯⋯⋯⋯毛华玮

责任编辑闫琳 一教育教学一

美术编辑 王宏忠 23)项目化学习：让深度学习真正发生⋯⋯⋯⋯⋯⋯⋯⋯刘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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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链接一

48)21世纪以来我国思政教师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基于《中学政治及其他各科教与学》

⋯⋯⋯⋯⋯⋯⋯⋯⋯⋯⋯⋯⋯⋯⋯⋯⋯张海龙沈笑英

51)党史知识巧融合 思政教育增实效⋯⋯⋯⋯⋯⋯⋯⋯王海燕

■习而时察一

53)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高中生讲述身边的中国故事(3) ⋯⋯⋯⋯⋯王熙茹等

基蕊蛹
●评价论坛一

58)高考评价体系视域下的命题指向及教学遵循⋯⋯⋯⋯朱小为

一备考方略●

61)党史主题一线牵 复习教学增亮色⋯⋯⋯⋯李文娟 李占魁
64)专题复习课中的议题式教学实施路径⋯⋯⋯⋯⋯⋯⋯龚小丹

一新题速递一

66)挑战自我 展示风采

——2022年2月试题大赛优秀试题集锦⋯⋯⋯⋯杨国富等

剥回鼹圄圃

一学科研修一
69)财商养成：思政课育人的价值向度⋯⋯⋯⋯⋯⋯⋯⋯姚小林
72)我的实践，我做主(十七)⋯⋯⋯⋯⋯⋯⋯⋯⋯⋯⋯⋯张汉云

●读书札记■

76)秉持看见智慧 坚定教学勇气
——读《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有感 ⋯⋯⋯⋯⋯卢 怀

一成长感悟■

78)编读互动十八载 灵动教学续新篇⋯⋯⋯⋯⋯⋯⋯⋯杜良云

。萨宙0

●学术品读■
红色文化在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作用(李 静)／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制度特点及优势探究(陈 震)／全面从严治党与法治信仰培
育(董金玉)／新时代思政教育方法创新实践探索(韩亚军 雷 鸣
曹福凯)／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李 南)／高校思政
教育合力的建构思路与机制(马小英)／论社区文化养老与思政教
育(马宇彤)／新时代思政教育实践育人路径探索(舒颜开 元

丁)／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思政教育功能(王茜茜)／高校学生党支部
思政教育策略(王晓艳)／微时代高校思政教育改革探讨(许 倩
武剑英)／新时代思政教育热点把控(言意文)／立德树人视域下高
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杨 晔 陈 寅)／：c匠精神融入思政教育
的时代价值(雍楚婷)／高校网络舆情发展趋势及其治理机制构建
(张冰阳)／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渗透途径(张 薇)／浅析
民办本科院校学生教育管理创新模式(张雯雯)／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发展(赵 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
探索(赵毓敏)

赵世连，中共党员，中学思想政
治高级教师，教育硕士，江苏省板浦
高级中学党工委书记、校长，教育部
名校长工作室成员，江苏省首届教

育家型校长创新培育对象。赵老师
荣获江苏省科技教育优秀校长、连
云港市劳动模范、连云港市师德模

范、连云港市优秀教育园丁、连云港
市优秀共产党员、连云港市基础教
育工作先进个人、连云港市优秀法

治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德育为本，德法并育。作为学
生成长的引路人，赵老师基于立德

树人总体性关切，以培育德法兼修
时代新人为使命，高度关注道德与

法治的紧密联系，不断学习前沿德
育理念和专业法律知识，注重德法
互融，助力学生协同提升道德修养
和法治素养。

开拓创新，引领教改。作为学

校教育的引领者，赵老师坚持高品
质育人理念，结合新课改精神和地
区实际，组建教学改革共同体，推动
课堂改革。在长期实践中，共同体
立足学生核心素养培育，注重以目
标引领教学、以学案引导课堂，充分
发挥典型情境和关键问题的驱动作
用，积极构建“双引双驱”课堂范式。

精诚协作，卓越成长。近年来，

赵老师带领团队成员创建“德法融
合课程基地”，成功申报江苏省中小

学生品格提升项目，主持江苏省教
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高中思
想政治课培育学生法治素养的实践
研究”等科研项目多项，相关研究成
果在《中学政治教学参考》《教学与
管理》等刊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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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本刊以提升教师的研究力和教学力、课程

的生命力和政治力、期刊的引领力和影响力为宗旨，坚

持指向学科价值，培育学科素养；深化课堂革命，引领

教师成长；注重学科评价，推进思政育人。围绕红色、

课改、课堂、评价、教师五大关键词，确定五个主题，

拟订2022年度重点选题与用稿方向。

· 主题一：红色思政

(一)主题主旨

体现学科特色，展示学科本色，充分担当起政治导；

向、理念引领、学科育人的功能。
1‘ l，{1 1，t

1．思想政治学科与红色文化融合研究

2．思政课程融入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3．思想政治课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机制研究；

4．思政学科视角新思想、新政策的剖析与运用

5．新时代思政课教学的新特征

6．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研究

7．全面育人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具体实践

8．重大主题教育策划(如“理想信念”“革命传!

统”“爱国主义”“‘四史’教育”“民族团结”“国i

家安全”等，请及时关注本刊发布)

· 主题二：课程改革

深度研究和精准把握课程改革，以期更好地服务和{

推进教学。
i 、：．：一j川．川¨1，-．

1．新课标学科核心素养分类解读 ●

2．大单元教学与深度学习研究

3．统编教材解读及培训研究

4．统编教材在民族地区的使用经验

5．选择性必修课程与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导弓

6．课程资源的构成与开发使用策略

7．思想政治课程与教学评价创新

8．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

· 主题三：课堂研究

5．课堂观察与教学方式、学习方法转变

6．思政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发展机制

7．思政课经典课例赏析(智慧课堂、故事课堂、品

位课堂、美丽课堂)

8．思想政治课课型研究(新授课、复习课、专题

课、实践课等)

9．教学难点突破、深度教学与高阶思维培养

10．活动型学科课程教学中的教学评一致性

11．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教学方式探索(情境

教学、叙事教学、逆向教学、议题式教学、问题式教

学、项目式教学、大概念教学、大单元教学、混合式教

学、沉浸式教学、辨析式教学、综合性教学等)

主题四：考试评价
f。 ?i!颡i≯。1

学科命题与学科教学和谐共振，考试端与教学端相

融相进。

1《r臻’。m?j磺磊，．～．

1．全国统考命题与区域命题比较

2．中高考专题论证与前瞻预测

3．中高考金题品读与备考方略

4．中高考试题评价体系研究

5．学生答题能力提高策略

6．经典题例评价解析

7．作业设计策略研究

8．学业质量评价及其育人价值

9．时事热点资源的选择与运用

主题五：教师发展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

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教师发展过程中要增

强“四有”“六要”意识，争做好老师。
}，

1．新时代思政课教师的角色定位

2．新时代思政课教师评价的创新

3．教师成长故事分享与个案研究

_，。．’ 4．教师命题能力的提升路径及要求

课改需要改课。课改的落实要依托课堂，改进、丰{ 5．教研创新助力教师专业成长

富和创新课堂教学，既是对学生的高度负责，也是对课{ 6．思政课教师的核心素养及关键能力

改的实践助推。 7．教研员、教研组长的专业发展路径

i _．【_i_¨r’，I!_：。．1 8闺队建设的路径及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教

1．“八个相统一”在思政课中的贯彻实践 研组、备课组、名师工作室等)

2．新时代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 也 9．“创刊50周年优秀作者·我与期刊共成长”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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