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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的潮流，教育部于2003年和2004年先后颁发了《全日制义务教育思想
品德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组织开展了新教材的编写和
新课程的实验。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发展，思想政治（品德）教学有了很多新的特点和变化，对教师也提出了很多新的
要求，而且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进行，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教师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思想政治（品德）教学论是研究思想政治（品德）教学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是思想政治（品德
）教师教育的基础课程，必须跟进思想政治（品德）课程改革的步伐，明确新理念，总结新经验。
概括新理论，探索新方法。
　　本教材正是基于这种新课程改革和教师教育的新要求而组织编写。
本教材峰持以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为指导，以推进思想政治（品德）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日标，努力贯
彻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理念，系统总结思想政治（品德）教学实践经验，全面概括思想政治（品德）
教学理沧，力求体现出系统性、针对性、时代性、实用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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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贯彻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全面总结了思想政治（品德）教学的实践经验，系统介绍了思想政
治（品德）教学的相关理论。
　　本书基于问题和案例，呈现和提炼思想政治（品德）学科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导学习者深化对
理论观点的探讨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以促进思想政治（品德）教师专业素质的全面提升。
　　本书既富于理论性和学术性，也富于实践性和可操作性，适于作为思想政治（品德）教师职前教
育的课程教材，也可以作为思想政治（品德）教师在职培训、自我拓展的研修教材，还可以作为思想
政治（品德）专业教育硕士、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研究生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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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思想政治（品德）课程的历史考察　　一、思想政治（品德）课程的历史回顾　　政治课
与其他课程相比更体现国家意志，历来受到我国的重视。
我党正式在中学设立政治课，始于抗日战争时期。
《晋察冀边区中学暂行办法》就明确规定中学政治课开设“政治常识”、“三民主义与统一战线”、
“时事政策”等课程；《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定草案》也规定，初中开设“公民知识”，高中开设
“社会科学概论”、“哲学”。
到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在中学设有“中国革命
”、“中国现状”、“社会常识”、“政治学”、“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课课程，为新中国中学政
治课的建立和发展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学普遍设立了政治课，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中学政治课的建立时期（1949年-1959年）　　建国初，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取消
国民党的“公民”、“党义”等课程，各地对学生开展党的政策和形势教育。
1951年6月，教育部统一了中学政治课的设置。
1952年起，先后开设了“青年修养”、“中国革命常识”、“共同纲领”、“社会发展史”、“政治
常识”、“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等课程。
这时的政治课没有教学大纲和统一教材，内容变动比较频繁和随意，应时性表现得比较突出。
　　1956年后，由于照搬苏联经验，有关部门主张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各科教学进行，出现了只在高三
每周设一节“宪法’’课的局面，实际上取消了政治课。
但这种现象很快被纠正，1957年3月，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在学校恢复政治课，要编写新的思想政治课本
。
同时，教育部也发出了关于在中学、师范设立政治课的通知。
　　1959年7月，教育部颁发了第一个全国性的中学政治课教学大纲——《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大纲》
，规定中学各年级开设“道德品质教育”、“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和建设常识”、“政治常
识”、“经济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等课程。
　　（二）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加强和发展时期（1960年-1966年）　　1961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改
进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的意见》，对1959年的教学大纲作了必要的修改。
根据1959年的“大纲”和1961年的“意见”，全国组织编写了部分政治课教材，并被相继使用，思想
政治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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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理念思想政治(品德)教学论》特色：　　立足于最新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各学科新课程标
准，以教师专业化发展为导向。
　　着重教学实践技能培养与训练，将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与教学内容有机衔接。
　　突出案例研究。
精选大量教学一线案例，采用真实的课例情境，进行互动式教学。
凸显情景性、示范性、研究性和应用性。
　　强化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注重吸收现代教学理论研究成果和课程改革实践成果，体现学科内容
与教育学相关学科的整合，力图实现课程观念、内容、形式与实施策略的统一。
　　兼顾教师教育职前培养与在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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