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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重宇生字习ａ程 提高公民教育矢效
——我国思品课标和新加坡中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标比较研究 （中 ）

〇 蒋廷玉

国思 品课标和新加坡 品 格 与公 民教育课标 ， 在值得注意 的是 ， 我 国 初 中 起始年级从 ２ ０ １ ６ 年秋

课程 内 容 、 教学 实施 、 课程 资 源 开发 与 利 用 等季开学起 已 经启 用 《 道德 与 法治 》教材 ， 以 取代 原 《思

方面具有许多相 同点 和不 同点 ， 因 而有必要加 以 比较想品德 》教材 。 新教材 的编写 ， 除 了 依据思 品课标 ， 还

和鉴别 。把党的路线 、方针 、 政策 ， 把 《关于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

＿

、 思 品 课标课程 内 容义核心价值观 的 意 见 》 《 完 善 中 华传统文化教 育 指 导

如下 表所示 ， 思 品课标 以 表格形式 ， 分课程 内 容纲要 》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 》等作为 重要依据 。 部编

和活动建议两栏 ， 列举 了３ 大模块 、 ９ 大要点 、 ５ ２ 个基人教版 《 道德与法治 》教材七年级上册分为 四 个单元 ，

本知识点 ， 以对应课程 目 标 。 课程 内 容根据初 中 学生分别是
“

成长 的节拍
” “

友谊的天空
” “

师 长情谊
”

和
“

生

在生活 中将会遇 到 的实际 问题 ， 以 学生生 活 的 不 同 层命 的思考
”

， 更加注重培养学生 的 沟通能 力 ， 增加 了 师

面——成长 中 的 我 、 我 与 他人 和 集体 、 我 与 国 家 和社生之 间 、生生之 间 的互动 ， 重视学 习 情境及学 习 过程 ，

会
——

呈现 出 来 ， 把心理健康 、 道 德 、 法 律 、 国 情等 内比原有教材有很大改进 。

容 有机融合在一起 。二 、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标课 程 内 容

表 １ 思 品 课标 课 程 内 容 品格与公 民 教 育 课标关于课程 内 容 的规定包括
￣￣￣

： 主要 内 容三部分 ： 品格与公 民 教 育 三 大核 心 概念 ； 三大概念 的

道 德 ？ 心理健康 ？

国 情法律 重点和关键性 问题 ； 中学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 内 容 。

成长中誠ｊ识 自 我 ｜

自 尊 自 强心 中有法 １ ． 品格 与公 民 教 育 三 大 核心概念 及 其 重 点 与 关

我 与他人 和 集体 交往与 沟 通在集 体 中 成长权利 与义 务键性 问 题

我 与 国 家 和社会 ＝
适 应 社 会 的

＝
国 情 ， 爱 我

法律 与秩 序 表 ３ 整 合 后 的前 两部分主 要 内 容

 １＿ 概 念
一

： 身份概念二 ： 人际关 系 ｜

概念三 ： 抉择

表 ２
“

我 与 国 家 和 社 会
”

模块 要 点 ３

＂

法 律 与 秩序
”

内 容


■１
一

个 人 所 作 的

课 程 内 容 活 动 建议 身 份认 同 感 与 个 人 的ＭＡ 际关 系 能Ｍ 儿Ｍ 立

映 了 他


概 念 观 和 信 念 有 关 ， 并 能 让 人 在社 群 中 的 身 份 与 志 向 ，

３ ． １ 道 中 华 人 民 共關 宪 法 是 我關 ３ ．
１ ＩＷ 级 为 单位 ， 举行

“

宪酬 靜 了 》 自 己 的 长 处 、 短 并让＿卵 自 己 对關
的 品 格 及 价 值

根本大法 ， 是全 国 各 族 人 民 、

一

切 国 家 机 法在我 心 中
”

的 主题活 动 观 ， 也 直 接 影 ＿

关 和武装 力 量 、 各政 党 和 各 社 会 团 体 、 各
’

‘

 他 的 行 为

企业事业组织 的 根本 的 活 动 准则 ， 增 强 宪

＆ ＜意识、 学生 能 明 白 人 际 关 系 是 生 学 生 能 明 白 抉

３ ． ２ 知 道依 法 治 国 就 是 依 照 宪 法 和 法 律 ３ ． ２ 开展
“

我 是 中 国 公 民
”

的理 解 学生 能 明 白 身份具复 杂性 活 的 根 本 择 塑 造 品 格

的规定 管理 国 家 ， 体 会依法治 国 基本方略 主 题活 动 ， 讨 论 群 众 举 报 和 重 点 身 份 塑 造认知 与人际关 系人 际 关 系 随 着 时 间 的 流 逝 抉 择 影 响 个 人

的 实施有 赖 于 每个公 民 的参 与 ， 是全 体 公 舆 论 监 督 对维 护 司 法公 正 和 而 改 变 和 他 人

民 的共同 责任 社会秩序 的作 用

３ ． ３ 知 道我 国环境 保 护 的 基 本法 律 ， 增 强 ３ ． ３ 以
“

环境保护 ， 人人有 责
”

― 、我 的 潜 能 与 志

环境保护 意识 ， 自 觉履行保护环境 的 义务 为 主题 ， 设 计
－

个 以 班 级 为Ｍ
我 是 谁 ？ 我 和 他 人 有 什 么

狀
｜

５
］ 是 什 么 ？ 我

３ ． ４了 解 建立 、健全 监督 和 制 约 机制 是法 单位 的 讨论 活 动 ， 并 进 行 相 关 键

不 同 ？ 我 怎 样 看 待 周 遭 的

么 ？ 为 什 么 要 建 立 人 际 关

能 作 出 什 么 抉

律有效实施 和 司 法公正 的 保 障 ， 增 强公 民 应 的 实践 性 问

人 与 世界

“

以 我 与 他 人 的 关 系 如 何

择 ？ 我 该 如 何

意识 ， 学会行使 自 己 享 有 的 知 情 权 、 参 与 ＾
、

 影 响 别 人 和 自

作 出 扶 择

权 、表达权 、 监督 权

３ ． ５ 懂 得维护 国 家 统
一

， 维 护 各 民 族 的 团 ３ ． ５ 结 合 本 地 实 际 ， 以
“

维 护 ２ 品 格与公 民教育 的 六个层 面

为使身份 、人际关系 和抉择三大概念及其要求在
民 的 义 务 开 展 一次 主题活 动＿ ＃ １

〇 ｜品格与公 民教育过程 中得到有效体现 ， 品 格 与公 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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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Ｅ－ ｍａ ｉ
ｌ ：ｚ ｈ ｏ ｎｇ ｘ ｕ ｎ ｋ ａ ｎ ２ １ ５ ２ ＠ １ ６３ ． ｃｏｍ

育课标主张从个人 、 家 庭 、 学 校 、 社 区 、 国 家 和 世 界六表 ５ 中 学低年级 （ 初 中 ＞ 家庭层 面课 程 内 容

个层面加 以贯彻执行 。 因此 ， 课程 内 容在 明 确 了 三大

概念 的理解重点和关键性 问题后 ， 进一步细化 了 它们 积极 的 家 庭 关 系

？ 认识謝ＭＭ 家 庭 关 系

表 ４ 三大概 念与 六个 层 面 的 关 系 ．

理 解 个人 角 色在 家庭 中 的 重 要性 及 责任

学 习 关键性 问 题 知识 ？

了 解 保持亲 密 家庭关 系 的 方式

层 面焦 点

成果ｉｉ
一＂＂

人 际关系

￣

 家庭 亊 务 与 变化

？ 识 别 常 见 的 家庭 问 题 ， 产 生原 因 和 影 响

我 和 别 人 有 什

８ ｗ ｓ ！ ＃ ４ｎ ｆ

ｉ

Ｉ ？

了 解 处 理 家 庭 变化和 困 难 的方式

个 自 我 肯 定 与 我 管 理 方 式 如 对 他 人 和 自 己
Ｕ 、

４ 么 相 同 之 处 和

人 自 我 提 升 何 影 响 我 与 他 发 挥 正 面 的 建立 和 维 持 良 好 的 人 际关 系

不 同之处

人 的 关 系影 响 ？

使用 沟 通 和 人际 交往 的技 能 以构 建稳 固 的 家庭 关 系



 ？

对 家 人 展示 出 自 己 的 同理心

我 要 如 何 与 家 我 的 行 为 举 止

家 加 强 家 庭 凝我 在 家 中 的 身 解 决 冲 突

庭 聚 力
Ｉ 、 ２ ，

３

份是什么
Ａ 建 立 和 保 持 ？ 何 影

．

运 用 冲 突 管理 和賴技 能

良賴 系＇繼 ． 评估并ａ 订选择性 策 略 以 处理 冲 突

５＾  ｉＰ ＳＪ 
Ａ 

？５ 寻求 和提供 帮 助

建 立 正 面怎 么 做 才 算 是
我 希 望 从 友 谊 ？

当 家庭 面 临 挑 战 时 ， 知道何 时 、何地 、 如 何 寻求 和 提 供 帮 助
＇

 谁是我 的 朋 友 ？ 中 得 到 什 么 技 能

学 良 好 的 友朋 友 ？ 当 我 们

校 谊 ， 培 养 团

ＵＵ
在 团 队 工 作 时 ，

我 们 要 如 何 我 们 如 何 利 用 ？ 从更 广 的 角 度 了 解 情 况并考虑 家 人 的 观点

队 精 神 我 们 的 角 色 是

洽地相处 自 己 的 优 点 来 ．

査 驗 自 身 的 偏 见与 成 见

什么
帛立

－

个隱 负 责 的抉择



？ 评估 自 己 决定 的 影 响 与后 果 ， 并 在 既 定 的情境 下作 出 适 当 的 抉择

了 解 我 们 的＾要 建 设
一

个 包

社 社 区 ， 建 设包 容 性 社 会 有 容 性 社 会 ， 我 们
？

反思 关 爱 、 尊 重 和 责 任 如 何 向 家庭 成 员 展 现 ？ 并学会如 何更好地 表现这 些 价

区
－

个 包 容 性

６

什么 含义 Ｓ 该 扮 演 什 么 值 现

相 了 解 与 沟 通

＾ 角 色 ？ 责任感 ： 家庭 中 的 责任



＾
？ 关心 ： 关心家人 的 思想 、 感情 、 问 题 和需求

价值 观

我 们 如 何 体 现 ？

和谐 ： 与 家人 和谐相处

建 立 国 家 认 我 与 他 人 的 关

ｉ ｌ ｉ ｉ ｉｎ 坡 人 有 什 奉 献 精 神 ， 为 新 ？

尊 重 ： 对 家人 的 尊 重

同 感 并 参 与５ 、 ８ 系 如 何 对 国 家 

家

国 家 建设
么 特质

建 设有 所 贡献

加 坡 的 幸 福 尽态 度 繼 流时 保持谦虚


一

＆力 生 活 ？

与 他 人 沟 通
？

参与 家庭 外 出 活 动
？

处 理 家庭 的 变化



情境 ？

为 父母跑 腿
？

照顾 兄弟 姐妹
？

协助 家务


我 们 要 如 何 在
三 、 两个 课标课程 内 容 的 比 较分析

世 心 系 祖 国 ，
一

个 全 球 化 的

＿＿ １ ？ 两个课标课程 内 容 的 异同
７

， ８世 界 的 公 民 是 点 和 能 力 来 应

界 放 眼 世界 世 界 里 与 他 人 （ １ ） 两 个课标课程 内 容及其 具体要求有 同 有异
什 么 意 思 ， 付 全 球 化 世 界

Ｓ动两个课标课程 内 容都设置 了个人基本人格 、 意志

 Ｉ品质 、处事交往之道 的教育 ； 都重视社会公德 、 传统美

三大 概 念 的 关键性 问 题在 个人 、 家 庭 、 学校 、 社德 、爱 国 意识 、集体 主义 、公 民 意识 、公平正义 观 和 责

区 、 国 家和世界六个层 面有 所不 同 ， 各层 面具体要求任感 的教育 ； 都提 出 了 相应 的 知 、 情 、 行方面 的具体要

也不相 同 。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标 以 表格形式 ， 分别 阐求 ； 都注重从低年级至 高 年级 的要求 梯度 循序渐进 。

述 了六个层 面在 知 识 、 技 能 、 价值观和 态 度方 面 的 不但是 ，二者在 内 容设置及对应 目 标要求规定方面有较

同 内 容 ， 并在每个层 面都列举 了 中 学不 同 阶段 的学生大差别 。

生 活情境 ， 以便 于 教 师使 用 。 因 此 ， 它 的 课程 内 容设从 内 容设置看 ， 思 品课标 比较强调 内 容 的 系 统性

置既有 明 确 而具体 的 要求 ， 又有 生 动 、 可 操作 的 生 活和综合性 ， 品 格 与公 民 教 育课标 内 容设置有 总有 分 ，

情境 ； 既全面细致 ， 又 丰 富 多 彩 。 现 以 家庭层 面 的 课先提炼 出 每个层 面 的 焦 点 问 题 、 关键性 问 题 ， 后 在各

程 内 容举证之 。层面设置非常具体 的 ， 极 具层 次性 、 生 活性 和 情境性
＿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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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内 容 。助
” “

负 责抉择
” “

反 思
”

等 内 容层 次 。 在 知 识方 面 ， 要

思 品课标 以 学生健康成长 需要 处 理 的 主 要关 系求
“

理解改变是生活 中 的一部分 ， 是什么 引 起变化 ， 以

为线索 ， 围绕成长 中 的我 、我与他人和 集体 、 我与 国 家及可 以 通过采取行 动来对改 变进行 管理规划
” “

理 解

和社会等关系 ， 在七 、八 、 九每个年级 的 教材 中 都 渗 透人生 中持续改进 的 重 要 性
” “

理解 如 何成 为一个 有适

并整合 了 道德 、心理健康 、 国情 和 法律等方面 的 内 容 。应力 的人
”

； 在技 能方面 ， 提 出
“

在 面 临 障碍或 困 难情

虽然不 同年级侧重点不 同 ， 但无论 内 容设置还是教学境时保持积极乐观
” “

保持连续 的 自 我监测 与 反思 ， 以

实施 ， 都 比较注 重关联 、 整 合 和 整 体要 求 。 而 品 格 与提高个人面对 困 境 中 的 焦 虑 与压力 的 处 理能 力
” “

在

公 民教育课标 围 绕 身 份 、 人 际关 系 和 抉 择三 大 概 念 ，各种情况下展示 自 我控制力 ， 并为个人行为 负 责
” “

即

分个人 、家庭 、 学校 、 社 区 、 国 家 和世界六个层 面 ， 各通使面临挑 战 ， 也 要坚 持什 么 是 正 确 的
”

； 在 价 值观 方

过若干个栏 目 设置 内 容 ， 层 次非 常分 明 ， 要 求 明 确 具面 ， 要求尊重 自 己 ， 有责任感 ，

“

发 挥坚韧不屈 的精神 ，

体 ， 生活情境列 举极具操作性 。 例 如 ， 两个课标 都非展现坚强 的 意志力
”

； 在 态度 方面 ， 要求
“

以 勇 气 和 毅

常重视爱 国 主义教育 ， 重视对祖 国 的 认 同 感 、 自 豪感 、力 面对生活 变 化和挑 战
” “

相 信 自 己 的 能 力
” “

有 积 极

责任感 ， 但思 品课标规定 了路线政策 、 指 导 思 想 、 国 家的人生观
”

。 另 外 ， 在 内 容后 面还 设置 了 应对 挫 折 的

性质 、 根本制 度等许 多理论性 、 系 统性 内 容 ， 而 品 格 与生活情境 。

公 民 教育课 标 的 内 容 则 分为 《 国 家 认 同 感 》 《 国 家 建 （ ２ ） 两 个课标课程 内 容体现 的 理 念及 生 活化 程度

设 》 《设身处地 》 《 负 责任 的 决策 》 《 反思 》等栏 目 ， 更 多有 同 有异

的是规定
“

理解 国 家认 同感 的重要性
” “

了 解新加坡 的二者都重视以 学生 的 生 活 经验 为学 习 情境并 建

定位和文 化 ， 以 及 它 如 何影 响 了 我 们 独 特 的 生 活 方构课程 内 容 ， 坚持
“

以 人为本
”

理 念 ， 但 内 容生 活化程

式
” “

了 解新加坡 的 全面 国 防 及其 重 要 性 ： 军事 防 御 、度 及表现不 同 。

民 事 防御 、经济 防 御 、 社会 防御 和 心 理 防 御
” “

了 解 如两个课标选择 的 课程 内 容都 以 建 构 主 义 理论 为

何为新加坡全面 防御 的 当 今 和 未来 贡献 力 量
” “

为 新指导 ， 从学生生活人手 ，专 门设置 了
“

活 动建议
”

或
“

生

加坡 的安全作 出 负 责任 的决定
”

， 还 明 确 提 出
“

纪 念 国活情境
”

， 充分尊重 和 发挥学生 的 主体性 。 在教 师 的

防 曰
” “

参加 国 庆典礼
”

的活 动要求 。 帮助下 ， 学生在 已 有 生 活 经历 、 情 感 体验 的 基础上进

从 目 标要求具体规定看 ， 思 品课标第二部分专 门行信息加工 ， 自 主 建构 知识 、 培 养 技 能 、 确 立价 值 观 。

规定 了 课程 目 标 ， 在 课 程 内 容 部 分 用 了 解 、 认识 、 知由 小及大 、逐渐拓 展 ， 源 于 生 活 、 高 于生 活 ， 符 合 初 中

道 、感受 、理解等关键词表达具体 内 容 ， 不再标 明 与 内阶段学生实 际与认知规律 ， 为增 强教学实效提供 了 重

容相对应 的知 、情 、行方面 的要求 。 因 此 ， 其 目 标要求要条件 。

比较概括 、 抽 象 、 笼 统 。 品 格 与 公 民 教 育课标 内 容 则思 品课标课程 内 容 虽 然 设 置 了 相 对应 的 活 动 建

从个人 、 家 庭 、 学校 、 社 区 、 国 家 、 世界六 个层 面 设 置 ，议 ，但 比较 注 重 理论完 整 性 、 体 系 系 统 性 、 内 容 全 面

每个层 面均按知识 、技能 、价值观 、 态 度 四个方面列举性 、 问题原则性 ， 内 容 比较
“

高 大上 要求 通 常 比较笼

不 同层次 的 内 容和相对应 的 目 标要求 。统 ， 离学生实 际 生 活 距离 较远 。 不过 ， 义 务 教 育 阶段

由 此可见 ， 无论 内 容设 置还 是 目 标要求 ， 品 格 与七年级新 启 用 的 《 道 德 与 法 治 》 教 材 则 比 较 接 地 气 。

公 民 教育课标都 比思 品课标更有 针对性 和层 次性 ， 更品格 与公 民教育课标 明 确提 出 了
“

以 学 生 为 中 心
” “

以

接近学生实际 ， 更具生活性 、 全面性 和 多样性 。 例 如 ，学生的生 活经验 为学 习 情 境
”

的 指 导 原 则 ， 课程 内 容

两个课标都重视培养学生正确 对待挫折 的 意志 品 质 ，从个人 、 家庭 、 学 校 、 社 区 、 国 家 、 世 界六 个层 面 ， 围 绕

但思 品课标并无三维 目 标 的对应要求 ， 只 在课程 内 容学生 已 经遇 到 、 将会遇 到 、 需 要解 决 、 必须抉择 的 问 题

左栏设置 了
“

客 观分析挫折 和 逆境 ， 寻找 有 效 的 应 对或情境 ， 按照知识 、 技 能 、价值观 、 态度 、 生 活情境等分

方法 ， 养成 勇 于克服 困难和开拓进取 的 优 良 品 质
” “

主别列举 了 相关 内容 ， 非常具体 ， 生活化气息 浓 郁 ， 很少

动锻炼个性心理 品 质 ， 磨砺意志 ， 陶 冶情操 ， 形成 良 好有纯理论 内 容 。

的学 习 、 劳动 习 惯 和生 活态度
” “

了 解 自 我评价 的 重要以处理与世界 的 关 系 为 例 。 两 个课 标都 强 调 要

性 ， 能够客 观地认识 自 我 ， 积极 接 纳 自 我 ， 形成 客 观 、培养面 向 世界 、具有全球 意识 的 世 界公 民 ， 但对应 的

完整 的 自 我概念
”

等 内 容 ， 右栏则 提 出 了
“

搜集 战胜 困课程 内 容 和 活 动情境设置却有很大差别 ， 品 格 与公 民

难 和挫折 、 在逆境 中 自 强 不 息 的 事 例 ， 讨论应该如 何教育课标课程 内容更具体 、 更 贴 近实 际 、 更注重生 活 、

面 对 困难和挫折
”

的 活动建议 。 品 格 与公 民 教育课标更便于操作 。 具体表现 如下一

一则设置 了
“

了 解 自 己
”“

理解 改变
” “

处 理 压力
” “

寻求 帮思 品 课标 的 内 容表 述 ：

“

认 识树立全球观念 的 重

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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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黑ｉｔ
要性 ， 增强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贡献 的 意识和愿望 。

”

课标针对 的既有 中学低年级学生 （初 中 学生 ） ， 又有 中

活动建议 ：

“

以 世 界 地 图 为依托 ， 开 展
‘

我 在地 图 上 旅 学 髙年级学生 （ 高 中 学生 、

行
’

的演讲活动 ， 搜集不 同 国 家或地 区 的 自 然风光 、 人 ２ ． 课程 内 容对 比分析 的 启 示与借鉴

文历史等素材 ， 积极感受
‘

和 平进步 、 和 谐发展 、 和 睦第一 ， 思 品课标课程 内 容应 更加 重 视生 活化 ， 更

相处 、合作共赢 、 和美生活
’

是全世界 的共 同理想 。

”

加重视学生 的 自 身体验和学 习 过程 ， 更加重视实践活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标首先提 出 其焦点 问 题是
“

心动环节设计 ， 淡化体 系性 、 框 架 性 知 识点铺陈 。 品 格

系祖 国 ， 放 眼世界
”

， 从身份 、人际关系 、 抉择三方面列与公 民教 育课标规定 的课程 内 容 不 是 靠 抽 象 理论 、

出 关键 问 题
——我们如何在全球化世界 中 做一个积

“

高大上
”

原则 、 制 度 来 实 现 ， 而 是把重 心 落 在做有 修

极的公 民 ？ 如何 与人交流 ？ 如 何善 用 自 己 的 长 处 和养 的新加坡公 民上 ， 因 而在 内 容上 紧 密结合学生身边

能力来应对全球化世界 的需求 ？ 其次 ， 从知识角 度规的事件 、人和环境 ， 使学生在特定 的情境 中 体验 ， 以形

定
“

识别一个有见识和负 责任 的公 民 在全球化世界 中成 良好的行为 习 惯 、 品德操守 、公 民意识和价值观念 。

应该具备 的 素质 ， 了 解身为新加坡公 民 的 责任
” “

关心第二 ，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标课程 内 容从个人延伸

邻 国 当前面临 的 问题
” “

在全球化 的世界 中 ， 学 习 负 责到世界 ， 每个层面都 围绕身份 、 人 际关系 、 抉 择 三大概

的 品 质 ， 做一个积极 的公 民 ， 包括在坚 实扎根 新加坡念设置焦点 问 题及关键性 问 题 ， 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

的基础上 ， 怀有为 国 际社会谋福利 的美好心愿
”

， 提 出我 国公 民教育课程可 围 绕社会主 义 核 心价 值观 和 学

帮助他人 、 沟通 、 设 身处 地 、 反 思 等 技 能 要 求 ， 围 绕 尊科核心素养 ， 提炼 出 焦 点 问 题与 关键性 问 题 ， 然 后 在

重 、 同 理心 、 责任 心 、 关 心 等 规定 了 世 界 观及 态 度 要内 容设置时细化为学生生活情境 中 将会遇 到 、 需 要解

求 。 再次 ， 列举 了 一些生活情境 ， 如参与
“

德育在于行决的 冲 突 和 问题 。 同 时 ， 我 国课程 内 容选择应借鉴新

动
”

活 动 、 交 流 项 目 或 实 地 考 察 、

“

国 际 友 谊 日
”

活加坡重视家庭 、社 区领域 的做法 ， 重视校本课程 、 国 民

动等 。教育课程 、性教育课程 ， 以增 强学生 的 家庭价值观 ， 培

（ ３ ） 两 个课标课程 内 容呈现方 式有 同 有异养学生 的公共精神 、公民 意识和性健康理念 。

两 个课标都采用表格方式呈现课程 内 容 ， 但 品 格第三 ， 思 品课标设置法律 内 容对提髙学生 的法律

与公 民教育课标呈现方式更为复杂 。意识和法治观念具有重要作用 ， 可 以不断加 以完善 。

思 品课标每个模块都按课程 内 容 、 活 动建议两栏 （ 本文编辑 ： 杨发展 ）

表格呈现 ， 虽然不 是 每 一课程 内 容 都有 活 动 建议 ， 但 （
５ ４ １ ２ １ ３ 广西师范大 学 附属 中 学 ）

每一活动建议都对应左栏 的课程 内 容 。 这 便 于教 师


编后语 ：
就课程层 面 而 言 ， 课程标 准 是教 学 ；

理解和把握活动要求 ，具有较强 的可操作性 。

丨 的
“

根本 大 法
”

， 课标 意 识 是教 师
“

第
一 意 识

”

， 因

相较而 目 ， 品 格与公 民教育课标课程 内 容呈现方 ，

４浓 ４？ 々 以 山士 人 如 、 碰八
： 为 课标是课程之魂 ， 是教材 编 写 、 课 堂 教 学 和 学 ：

式更加 多样 。 它在介绍 了二大核心概念之后 ， 先用两 ；

个雜呈现 了 三■心聽減誠 与关觀剛 ，

的 依据 》 研读 课 标 是 ，絲减． 教 师 、 教

后按照个人 、 家庭 、 学 校 、社 区 、 国 家 和 世界六个层 ＊ 丨

研 贝 、 教 月 研 究 者

：

项 十 分 重 要 的 工

２

。 研 读
丨

规定相应课程 内 容 。 每个层面课程 内 容 的呈现顺序 ：

课标 ， 我 们 不 主 张 单 纯 的 理论推 演 、 简 单

＝
层

丨

以 焦 点 、学 习 成果 、 关键性 问 题等关键词 逐
一 列 举 内 丨

类

１

匕 ， 而 要

^动 中 探 究 、在情 境 中 思 考 、 在 实 践 中 深化 。 研读 ：

容 ， 同 时配有 图 式呈现 ； 用 表格按 知 识 、 技 能 、 价 值 观 ＝ｉ 二 ；

课标 ， 挖掘 有度 ， 拓展有界 ，
必 须 突 出 前 瞻性 、 引 ．

：

和态度 四个方面呈现对应 的课程 内 容 ； 以 表格列举一＿＿ｉ ；

＾＾＾＾ ＾＾领性 、 针 对性 、 实 用 性 。 蒋 廷 玉 同 志 对 我 国 《 义
；

系列与课程 内 容 相关 的 学生 生 活 情 境 ， 方便 教 师 教 ：^

＾＾＾
： 务教 育 思 想 品 德 课程标 准 （ ２ ０ １ １ 年 版 ） 》 与 新加

；

学 。 本文表 ５ 家庭层面 的课程 内 容 ， 已 将课标关于 内
；＆士＾ｙ

＇

：

：

坡 《 中 学 品 格 与 公 民 教 育 ２ ０ １ ４ 课程 标 准 》进行
；

容和生活情境 的两个表格合为
一体 。

ｎ１ｗ”＾^

； 对 比 式 深度 解 读 ， 提 出 了 二 者 在 课 程 内 容 方 面
丨

此外 ， 从个人到 世界六个层 面 ， 品 格 与公 民 教 育
；

＾ｔｐ＾Ｐ＾Ｘ＾ ；

，ｍ ，＿＿ ＿的相 同 点 与 不 同 点 。 又 章 高 屋 建视 、 落 地 生 根 ，
；

课标都列 出 了 包含 身 份 、 人际关 系 、 抉 择 三大方面 的、 ａ＋４Ｐ１

通过对具 体课程 内 容 的 列 举 与 比 对 ， 让 我 们 对 ：

共同 内錢綠期顧点醜 ，

＾
能細翻作

關錢 育雜有 了 较 力祕 的 认 知 ， 以 此促 ｉ

用 ，但 同－ 内容棚－课标 中 出 现 ／ 、 次 ， 重 复过多 。

 ｉ进我们収德 与 法 治 课 程 的 深人 思 考 ， 推 进课
（ ４ ） 两 个课标课程 内 容教 育 对 象有 同 有异＋

堂教 学 积极 变 革 ，提 高 公 民教 育 实 效性 。

思 品课标只是针对初 中学生 ， 而 品 格 与公 民 教育 ；

ｉ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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