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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首语藏■

1)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涵养学生道德情操⋯⋯⋯⋯⋯⋯武小东

．玉蕊毯醢氢————蚴8一一。璐。|i||
一时势时话■

4)人工智能背景下高中思政课教师角色定位分析⋯⋯⋯边 媛

一时代礼赞■

7)领悟“六个坚持” 厚植科学精神⋯⋯⋯⋯⋯⋯⋯⋯⋯陈治儒

9)立足课堂教学 把握“七大逻辑”⋯⋯⋯⋯⋯⋯⋯⋯⋯于 悦

一理念传导一

12)学科大概念及其对结构化理解和把握学科内容的作用

15)高中思政课大单元教学“三问” ⋯⋯⋯⋯⋯⋯⋯⋯⋯

一共话素养一

李 岚

姜正伟

18)思政课教学提升农村高中生抗挫能力初探 ⋯⋯⋯⋯邓兴华

20)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培育实践探究

——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例⋯⋯⋯何忠锋

一课程建设■

23)“大思政课”教学的“四化”路径 ⋯⋯⋯⋯⋯⋯⋯⋯⋯

26)小初高同上一堂思政课实践探索 ⋯⋯⋯⋯⋯⋯⋯⋯

一思政育人■

朱彬彬

李 婧

28)思政育人体系的建构与实施 ⋯⋯⋯⋯⋯⋯⋯⋯⋯⋯俞建中

J莲誊戳＆———删一一。劳
一文本研读一

32)准确把握教材 改进教学方式

——选择性必修教材优效教学畅谈⋯⋯⋯⋯⋯⋯⋯张 艳

35)议题式教学教材文本优化利用策略

——以“伟大的改革开放”为例 ⋯⋯⋯⋯莫春梅 王建新

一教海导航■
38)大概念：带着研究来教学⋯⋯⋯⋯⋯⋯⋯⋯⋯⋯⋯⋯王锦飞

41)“综合探究”课实施路径的五个维度 ⋯⋯⋯⋯⋯⋯⋯黄丽英

44)困境与突围：增强法治教学时效性探索⋯⋯张乃予 陈跃芬

■教育教学■

47)择机补偿：让《法律与生活》教学生根开花⋯⋯⋯⋯⋯陈晓娟

50)让思政课深度学习落地的深度互动术 ⋯⋯⋯⋯⋯⋯高 婵

一教学新视曩

52)思想政治课音乐叙事探究 ⋯⋯⋯⋯⋯⋯⋯⋯⋯⋯⋯李勇斌

55)智慧课堂融入议题式教学的实践探究与价值意蕴

⋯⋯⋯⋯⋯⋯⋯⋯⋯⋯⋯⋯⋯⋯⋯⋯杨君汪文龙

■议题解析圈

58)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议题式教学实践 ⋯⋯沈 虹 林羡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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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难点突破●

61)思政课单元设计要坚持“五个整合”⋯⋯⋯⋯谭立婷 李汉林O

■函匝圆丑———————一一．一
一情境在线一

63)优化议题情境 提升学科素养⋯⋯⋯⋯⋯⋯⋯⋯⋯⋯陈剑华

■习而时察一

66)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高中生讲述身边的中国故事(20)
⋯⋯⋯⋯⋯⋯⋯⋯⋯⋯⋯⋯⋯努波塔·努尔力白克等

j嗣磁隘已—————嘲鹱一i。黪一备考方略一

70)以补偿性教学提升复习效能⋯⋯⋯⋯⋯⋯⋯⋯⋯⋯⋯孙凌云

一评价论坛一

73)稳中求进筑牢“四基” 承前启后守正创新

——2023年高考全国甲卷文综思想政治试题评析⋯王 林

75)讲透学科道理 走深学科实践

——2023年高考全国乙卷文综思想政治试题评析及备考建议
⋯⋯⋯⋯⋯⋯⋯⋯⋯⋯⋯⋯⋯⋯⋯⋯⋯⋯⋯⋯⋯闰彦强

一金题品读一

77)坚定文化自信 培养担当精神

——2023年高考全国乙卷文综第40题评析 ⋯⋯⋯王 燕

』武蟊型豆——————一H。一学科研修一

78)跨越议题式课堂教学“三重门”⋯⋯⋯⋯⋯⋯⋯⋯⋯⋯俞珊

一学术品读■

核心素养背景下教师教学能力培养路径(张 艳)／红色文化资源

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路径(庞 琳 吴建征)／党校思政课教

学的党史学习教育价值与策略(苗世亮 王 静)／思想政治教育

校企合作的实践路径(陈翠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创业教育融

合路径探索(郭万斌)／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应用
(李 超)／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思政课教学评价体系构建(李鸿凯)／
基于文化认同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王 璐 闰宏强

苏立业)／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路径分析(王丽华 刘 玫)／新时

代党校师资力量建设方向与策略(石海鹂)／新时代职业教育课程

思政创新路径(江连鑫 李东鹏 江鹏飞)／思政教育视域下少数民

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刘 杨)／高校大学生体育的德育功能
及其实现探析(杨志军)／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平台构建探索(农艳春)／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党建和思政教育工作创新(邹成毅)／思想政

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内在机制(朱丹君)／对“大思政课”内
涵的科学解读(陈晓峰 艾磊华)

雹

徐振伟，中共党员，高级教师，

教育硕士，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

教师发展中心思政教研员。被聘为

扬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江苏财

经职业技术学院特聘专家、淮安市

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主持人、清江

浦区红色宣讲团成员等。获评江苏

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江苏

省教科研先进个人、淮安市“淮上名

师”、淮安市政治学科带头人、淮安

市优秀教师、区“十大杰出青年”等
荣誉称号。

教学中，徐老师秉持“做睿智、

担当、民主、博学教师，育阳光、健

康、快乐、自信学生”的理念，践行启

发、幽默、激情的教学风格。主张通

过“激情思政”教学实践，连接思政

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让思政课触

动心灵、启迪智慧、润泽生命。获江

苏省优质课评比一等奖，在省市开

设示范课、讲座40多场。在《中学

政治教学参考》《思想政治课教学》

等发表论文近30篇，其中6篇被人

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索引。两次

获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教研中，徐老师坚持以区思政

育人中心组建设为抓手，通过价值

引领、实践导向和系统提升，积极营

建同生共长的团队文化，深入探索

教科研训一体化行动策略，努力培

育“有信仰、有梦想、有智慧、有本
领、有担当”的思政教师队伍，区域

内思政教师专业发展成果丰硕。其

领衔的思政育人团队获评淮安市

“四有”好教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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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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高中思想政治议题式教学设计大赛

通知
教学设计是课堂教学的基础，优秀的教学设计可以

为教学锦上添花，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篇优秀的教

学设计，能够充分体现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领会、对新

课标要求的把握、对新教材教法的适应。为了配合新教

材在全国的推广使用，促进广大思政课教师钻研教材、

深挖教材的能力及专业素养的提高，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编辑部过去三年先后举办了三届高中思想政治议题式教

学设计大赛，为思政课教师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相互

学习、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平台。2023年，我们在前

三届大赛基础上，举办第四届高中思想政治议题式教学

设计大赛。具体通知如下：

本次大赛主办单位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中学政

治教学参考编辑部。

1高中思政课教师，市、县教研员个人，普通高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

2．各级教研机构、名师工作室、学科组等集体。

以新课标相关规定为准，聚焦统编高中思想政治教

材必修4《哲学与文化》各单元、课、框、目及综合探

究，新授课、复习课教学设计均可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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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1日一9月30日。

2．作品评审时间：2023年10月1日一10月31日。

3．公布评比结果、邮寄获奖证书：2023年12月。

由大赛组委会聘请国内思想政治学科知名专家组成

评委会，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作品进行全
面、客观了科学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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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用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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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43748@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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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根据参赛总体情况评选出特等奖

(10％)、一等奖(20％)、二等奖(30％)、三等奖

(40％)。所有获奖作品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中学

政治教学参考编辑部颁发获奖证书；活动结束后，选取

部分特等奖作品结集出版。

2．团体奖项：设置优秀组织奖若干，由陕西师范大

学出版总社中学政治教学参考编辑部颁发荣誉证书。

通过期刊、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个平台公布获奖

名单。颁奖典礼及课例观摩活动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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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或支付宝扫描右侧二维码支付，付款

时备注“姓名+高中教学设计大赛”。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中学政治教学参考编辑部“第

四届高中思想政治议题式教学设计大赛”组委会。

联系人：蔡老师，联系电话：029—85308197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编辑部

2023年6月25日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