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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公民道德教育,通过思政课教学内容体系的科

学建构,分学段教学,承担起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 大学阶段的思政课教学内

容应突出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使命担当的内容,引导

学生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争做社会主义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在具体内容安排上,要加强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加强党史、国史和形势政

策教育,让学生真正理解中国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

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国特色社会主

义、选择了改革开放,解决思想深处的思想困惑,自
觉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当

中,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激扬青春

理想,实现人生价值。 高中阶段的思政课,重在提升

政治素养,解决好对国家、阶级、社会制度等重大政

治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问题。 在内容安排上,要加强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增强人民对党、
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共识和深厚感情,强
化政治认同;要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要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加强宪法教育,增
强社会主义民主意识与法制观念,自觉遵守宪法和

其他各项法律。 初中和小学阶段重在打牢思想基

础,思政课要引导学生把党、祖国、人民装在心中,形

成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的情感,
强化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意识和美好

愿望。
(三)加强适应教学内容有机衔接要求的大中

小学思政课教材体系建设

教材是教学内容体系的基本载体,也是螺旋

上升、有效衔接开设思政课的重要保证。 大中小

学思政课教材建设,要加强统筹,科学规划。 国家

教材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的编

写、审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科技创新文化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等重点内

容写进课程教材,体现学校思政课教学内容的中

国特色。 既要在教材中及时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成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

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最新研究进展,又要注

重提升思政课教材的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和民

族性、时代性、可读性;同时,还要组织专家编写思

政课专题教学指南和深度解读教材体系的示范教

案,建设思政课网络教学资源库,构建与统编教材

内容相配套的教学辅助资源体系,丰富大中小学

有机衔接的思政课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为教师

和学生的教与学提供有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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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

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要求深化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以下简称“思政课一体化冶)建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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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按照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总

设计安排,各学段思政课在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应

相对独立又有机融合;尤其在“完善思政课课程教

材体系冶部分内容中,从思政课课程目标的整体规

划、思政课课程体系的调整创新、思政课课程内容的

统筹推进、思政课教材体系的建设等几个方面阐述

了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统冶与“分冶设计[1]。 其中,
小学思政课作为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前端,其基础

地位和奠基意义不言自明。

一、小学思政教育在德育与培养人才

过程中的基础地位

摇 摇 小学生通常被人们称作“祖国的花朵冶。 无论

是从生理成长意义,还是个人发展意义上说,他们都

还处于成长成才的初期阶段。 身体上,他们正在成

长发育,因缺乏自保能力而属于弱势群体;思想上,
他们好奇心强,乐于思考,喜欢探索,认识能力、辨别

能力、意志力、自主性等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处于思

想启蒙阶段。 如果说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

穗期冶,那么小学生所处的儿童阶段则是“播种育苗

期冶。 小学是他们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初始阶段,
也是个体不断社会化的重要阶段。 小学生群体的基

本特征和小学阶段的教育使命都决定了小学教育的

基础性地位。
教育学家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就是

道德教育。 从某种程度上看,道德教育也是人类最

高的教育目的。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新格

局正逐步形成,小学思政教育正在引导小学生扣好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正所谓 “基础不牢,地动山

摇冶。 一个人成人成才,思政教育若没有经历安全

而有效的播种育苗期,就不可能进入良好而充盈的

拔节孕穗期,最后也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思政教育由浅入深和循序渐进

的基本规律也表明,小学思政教育不仅要解决好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冶的根本问

题,而且要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铸魂育人中发

挥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
小学思政教育主要依托小学思政课程“道德

与法治冶,以及依实际情况开设的校本课程、兴趣

班等思政类选修课程。 同时,根据 2017 年 8 月教

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精神,家庭德

育与学校德育双管齐下,正在共同营造有利于小

学生的良好德育环境。 小学思政教育在实践中呈

现出几个特点,一是教育内容浅显易懂、形象生

动,符合儿童认知水平;二是教育重点侧重养成教

育,符合儿童发展需要;三是教育方法以具身感受

优先,如环境熏陶法和榜样激励法,符合儿童认知

方式;四是教育环境以内圈生活为主,强调学校和

家庭协同教育,等等。

二、小学思政课与初中思政课课程目标和

课程内容的衔接

摇 摇 思政课一体化强调各学段的思想教育效果的一

体化和一致性,重点是各学段思政教育阶段作用的

充分发挥,关键点是各学段思政教育的有效和无缝

衔接。
《若干意见》 明确指出各学段思政课课程目

标。 “小学阶段重在启蒙道德情感,从而引导学生

形成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的情

感,具有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美好愿

望。冶 [1]从根本上看,小学思政课教育的目标是启

蒙道德情感,初中思政课课程目标是打牢思想基

础,高中思政课课程目标是提升政治素养,大学思

政课课程目标是增强使命担当。 “情感—思想—
素质—担当冶的目标主线清晰可见,这样一个递进

的一体化目标体系,反映的是从人的本能情感到

后天理性的上升逻辑。 道德情感源于又高于自然

情感,情感比起后天的理性具有先在性、自然性和

本能性。 因此,小学思政课的“启蒙道德情感冶目

标是规律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在课程目标上,小学“启蒙道德情感冶与初中

“打牢思想基础冶相衔接。 其内在的规律就在于,启
蒙道德情感可以为后续各阶段思政教育目标、特别

是初中的思想教育奠定心理基础和认知基础。 对

此,我们可以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理解,道德情

感能够促进小学生主动强化、清晰记忆道德规范,从
而形成基本认识,而后能驱动道德等相关意志的形

成,再由此去推动相关道德、法治或政治思想的确

立;从而也自然过渡到初中思政课的“打牢思想基

础冶的目标。 哈特曼就情感对于形成意识和思想的

重要意义曾强调:“情感是意识直接可以达及的最

终心灵深度;如果伦常性应当建立在最深的心理基

础上,那么就必须证明情感是它的源泉冶 [2]。 因此,
小学思政课启蒙道德情感是实现思政课一体化后续

目标的基础。
在课程内容上,小学启蒙性学习与初中体验性

学习的衔接,内在应该遵循的是学生的身心成长和

认知规律。 小学和初中同属于国家义务教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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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思政课均为“道德与法治冶课,教材内容系统性、
连续性很强,前后的侧重点也比较明显。 教材内容

涵盖了品德、法律、社会、历史、地理、心理、军事、政
治等多方面丰富的内容。 小学思政课教育内容在现

实中呈现出了学段特点:注重养成教育,教育贴近日

常生活。 也就是说,小学思政课通过身边可见和常

见人事物来启蒙小学生的道德法治意识、形成健康

的人格、培养良好的习惯。 初中思政课“打牢思想

基础冶的目标落实到具体课程内容,则是让学生通

过体验性学习,侧重增强中学生对社会、他人以及道

德法律的认知为主,理解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初
步形成人际沟通和社会协作能力[3]。 两个阶段课

程内容的衔接主要在于教育主题的相似性、教育制

度的系统性,以及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性;衔接的实

质在于,认知是意识的理性提升,能力是习惯的主动

性跨越。 我国从小学到初中思政教育的进阶中,仍
然凸显了小学思政课的奠基作用。

三、小学思政课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目前,我国小学思政课教育及其与中学思政课

教育的衔接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从课程目标和内容看,思政教育目标存在

模糊和急于提前的问题。 比如,在小学阶段,学校太

注重小学生政治意识的形成,让小学生过早接触到

了很多内涵丰富的政治概念,像“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冶“共产主义接班人冶等。 这些对于小学生来说,
超过了他们认知能力,其理解无法到位,甚至是无法

理解的;如果急于传授这些概念和培育政治意识,学
生只能是机械记忆、肤浅认识,在后续教育中造成学

生先入为主、教育被动困难、内容老生常谈的局面,
从而使得教育目标求而不得。 人们时常诟病,小学

讲共产主义,大学讲人际关系、讲礼仪,这种倒置现

象就是课程内容在操作层面出现的问题。 启蒙教育

阶段没有准确守好自己的阵地,种了后续学段思政

教育的地,荒了自己的田,以至于后续学段必须补

课。 所以,小学思政课教育要明确自己的定位,而如

何启蒙准、启蒙好显得至关重要。
其次,从教学地位和具体实施看,小学生思政

课在培优理念的指导下,相对于智育课程处于弱

势地位,“道德与法治冶课受到实质性轻视。 当前,
小学升初中、尤其是升入名校或明或暗的考试是

存在的;无论在社会公众的观念中,还是在小学教

育发展理念中,升学率仍是首要的。 因此,一方

面,家庭、学校和社会正在共同“培育冶出培优之

风,只注重智育课程,学校普遍把精力和重点置于

其上,轻视了德育教育,甚至将本来课时就不多的

“道德与法治冶课直接占为他用,直接造成德育的

阵地失位;另一方面,学校和老师、家长正在给学

生示范一种“重智育轻德育冶的做法和看法,让小

学生形成了相悖于德育目标的意识和认识。 这对

其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在实际教学中,有些

小学思政课教师将“道德与法治冶课的价值性知识

当作事实性知识讲授,教条僵化地把内容作为必

须背诵、考试的作业;既缺少情感的联系、解读和

启发,同时也缺少针对性与个性化的教育。 这些

对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造成了极大障碍,形成了不

良的理念基础与惯性基础。
树人的根本是树德。 针对这些现实的问题,学

校、家庭和社会要切实形成统一的重视小学生德育

的教育理念,并落实在小学教育的实际中;在小学教

学中,要充分利用好统一的、一体化的教材,保证课

时的充分、内容的准确、方法的得当、效果的务实,进
而为后续的思政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总而言之,小学思政课发挥着重要的基础和启

蒙作用,学校要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使命中守好

这段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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