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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陈治儒

玉祗强渣k蝴—一群j。?
一时代礼赞一

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
⋯⋯⋯⋯⋯⋯⋯⋯⋯⋯⋯⋯⋯⋯⋯⋯⋯⋯⋯⋯⋯汤逸山

6)驭车有道赓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周育学

■课程建设一
9)思政课学科实践的价值定位与应然选择⋯⋯⋯⋯⋯⋯王恒富

』莲誊酗跳—一毂．：．一文本研读一

13)情境案例综合性大单元教学纵论
——以“人民当家作主”为例 ⋯⋯⋯⋯⋯沈 明 覃遵君

17)让文本焕发别样精彩
——统编思想政治必修教材的二次开发⋯⋯⋯⋯⋯缪 华

一教学新视■

20)财商教育何以融入思政课教学 ⋯⋯⋯⋯⋯马炳帅 王 玮
22)用项目学习助力政治认同素养落地 ⋯⋯⋯郝从容赵旭

一教育教学一

25)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的实践策略⋯⋯⋯苏嘉婷刘石成
28)基于新课标的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 ⋯⋯⋯⋯⋯⋯⋯赖兆平

●教学样态一
31)沉漫式教学：让法律规范入脑入心⋯⋯⋯⋯⋯⋯⋯⋯张笃财
34)单元优化视域下的项目化学习实施路径 ⋯陈 丽 张潇涵

一活力课堂一

37)思政课教学“四度”例探 ⋯⋯⋯⋯⋯⋯⋯⋯⋯⋯⋯⋯彭功军
40)活动型学科课程课堂讨论有效实施策略⋯⋯⋯⋯⋯丁立均

一教学对话■

42)思想政治课教学有效对话的实现⋯⋯⋯⋯⋯⋯⋯⋯李 勤

■臣醚瑟瑟——㈣一糍。
一情境在线■

45)巧启生活之门 深探法律之理

——以具身认知理论审视《法律与生活》情境设计⋯⋯王成方
47)哲理与文化融合 知识与智慧齐飞

——哲学教学融入红色文化例谈 ⋯⋯⋯⋯⋯⋯⋯陆道华

一习而时察■

50)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高中生讲述身边的中国故事(16) ⋯⋯⋯⋯陈语萱等

一话说资源一 、

54)资源巧链接 教学韵自成 ⋯⋯⋯⋯⋯⋯⋯⋯⋯⋯⋯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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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题前瞻■
5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热点问题剖析

⋯⋯⋯⋯⋯⋯⋯⋯⋯⋯⋯⋯⋯⋯⋯⋯王晓明 吕海平
60)关注命题指向 凸显话题价值

——“大思政课”教学话题的选择探索⋯⋯⋯⋯⋯⋯何昭华

■走势明察一

63)素养立意命题的四维透析⋯⋯⋯⋯⋯⋯⋯⋯⋯⋯⋯⋯王庆军

一解题探讨■

65)热点解析中的由“典”及“面’’
——以“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为例⋯⋯⋯⋯⋯⋯张园园

68)体现批判性思维的试题设计要义⋯⋯⋯⋯⋯⋯_⋯⋯王礼新

一新题速递一

71)挑战自我 展示风采
——2023年3月试题大赛优秀试题集锦⋯⋯⋯⋯刘作彪等

一备考方略一

74)基于学科大概念的学习进阶
——以《经济与社会》复习为例⋯⋯⋯⋯⋯林羡飞 徐 涛

重蘸斟蠢飘。。≯
一成长感悟一
76)五十载基业常青 三十年一路向阳

——我与《中学政治教学参考》结缘的故事⋯⋯⋯⋯陈哲远

■学科研修●
78)以党的二十大助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廉海明 刘 刚

一校园风采一

封二)深化思政教学改革 推动高职学生就业⋯⋯⋯⋯母元红
封三)构建教学新生态 优化管理新策略⋯⋯⋯⋯⋯⋯⋯刘洋洋

。萨留o
■学术品读一

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体系构建(黄金红)／教育生态学视域下大
学生思政教育新思考(高 健 孙晓岭 乔 欣)／红色文化融入
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讨(黄 乐)／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
革创新探论(刘光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互动方式分析
(王久鹏)／高校思政育人红色文化融入策略(徐 欢)／高校优质思
政课程的打造方式分析(张 静)／新媒体背景下的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张玲)／基于积极心理学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构
(韩 冰)／高校音乐课程思政育人探讨(贺 继)／心理健康教育与
思政教育有效融合思路(秦彦梅)／高校就业指导中的职业道德与
工匠精神培养(商 琦)／基于“青马工程"的高校思政教育创新
(马 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发展探要(汪宇翔)／突发
事件背景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路径探寻(王凯旋)／法治教育与思政教
育协同育人论析(吕 勇 孙艺华)／何以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

系(李全玲)／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思政教育(梁 园)／思政教
育与学生管理有效结合的实践思考(吕叻加)

林羡飞，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
师，教育硕士，昆明理工大学附属中

学高中文综教研组长，昆明教学名
师，昆明市骨干教师，云南省高中政
治沈虹名师工作坊优秀坊员，云南
省统测、昆明市统测、昆明市教育科

研等专家库成员，林羡飞高中思想
政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坚守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
林老师以“认认真真教书、踏踏实实
育人”为教育座右铭，善于从学生发
展需求出发，打造生动有趣的课堂，
激发学生学习内驱力，努力做好学

生的引路人，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林老师被评为教育集

团党委优秀共产党员，荣获五率区
先进教育工作者等称号。

扎根教学实践，形成丰富成果。
林老师勤学善思、笔耕不辍，积极探
索议题式教学“五步四点一系列"范
式，在《中学政治教学参考》等期刊
发表论文多篇，主编、参编学科专著
3本，主持或参与国家、鸯市课题研
究7项。

主持名师工作室，发挥引领作
用。林老师作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带领团队实践“四位一体”研修模式，

积极探索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议题式
教学、大单元教学等学科研究热点，
提炼特色研究成果。主讲省市专题
讲座二十多次，承担省市统测学科命
题、质量分析任务十余次，对学稃建
设的示范引领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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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起只

接收首阳云平台投稿，原投稿邮箱仅

供联系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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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思政一体大计共担学科时代大任
——关于举办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暨

第六届德育教科研课题研究与论文写作高级研修班的通知
矢志不渝，笃行不怠从2I)16年到二()二3年，从古城西安到

南粤东莞，从第一届到第六届，从课题研究与论文写作到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变的是届；欠与形式，不变的是坚持与

初心：“为思政课教学服务，为思政课教师服务，为思政课发

展服务”，是《中学政治教学参考》不变的宗旨!

党的二十大，在内容上为思政课教学赋予更加丰富的内

涵，在目标上对新时代好青年提出更高要求，在路径上强调推

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聚焦思政

课整体效能，必须凝聚“大智慧”、培育“大师资”、形成

“大团队”、搭建“大平台”、形成“大合力”、为积极助推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三进”工作，切实增强

思政课的针对性、有效性，更好为“大思政课”建设赋能，解

读课标之问，解答教研之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中学政治

教学参考编辑部拟于2023年暑期在广东省东莞市与东莞中学松

山湖学校联合举办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暨第六届德

育教科研课题研究与论文写作高级研修班，共商学科发展大

是，共谋学科未来大计，共担学科时代大任：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全体编辑热忱欢迎全国各地教师、

教研员线下莅临与会

一、研修内容

(一)思政课一体化的理论研究与思想引领

1．思政课一体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

2．思政课一体化的内涵发展和未来趋向

(二)思政课一体化的教学实践与专家点评

1．不同学段的思政名师就同一主题说课

2．不同学段的学科专家对说课沙龙点评

3．权威专家对实践和点评进行综合提升

(三)思政课一体化的区域经验与成果展示

1．分享实践智慧，交流成功经验

2．展示研究成果，启发课题研究

(四)思政课一体化的学术思考与写作指导

1．全面指导论文写作技巧，指导研究成果有效转化

2剖析论文写作选题来源，介绍撰稿投稿注意事项

二、研修对象

省、市、县德育教科研人员，学校德育工作者、班主任，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普通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学生，部分特邀作者代表。

2()23年7月11日一14日，广东省东莞市东莞中学松山湖

学校。

四、报名时间及方式

通知公布之日起即可报名，报名截止

日期为2()23年7月2日。有意参加者可在本

刊QQ群(中政参教研写作培训群号：

119462268，可扫右侧二维码加群)下载

报名表，或者向编辑索要，将填写完整的

报名表发送至电子邮箱：52843748@qq．com

研修费用：1200元／人(含培训费、专家费等，交通、食

宿费用自理)。

五、缴费方式

研修费请于2()23年7月2日前按以下方式办理，并备注“政

治·东莞”字样及参训人姓名。

1．银行转账

户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西安小寨支行

账号：1299()476121()}j()2

2．微信、支付宝扫描右侧二维码支付

3．现场交费：接受现金、信用卡、银联卡、公务卡支付

六、几点说明

1．本次研修活动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主

题，主要围绕“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关系”展开研讨，可以就

一体化建设中的“课程内容衔接”“课程目标分解”“教学策

略变化” “教学评价设计” “教师角色担当” “课程思政融

合”作大会交流发言。

2．为学员颁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中学政治教学参考编

辑部结业证书。

3．研修学员进入本刊重点作者库，享受优先约稿、同等条

件下优先刊发等权益。

咨询电话：029—85308197；029—853()8010；

029—85308351；029—85308534。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中学政治教学参考编辑部

2023年3月25日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