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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5 「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 

内地教育系列 (1)：中华文化与美德的培育 

线上分享会摘要(20/11/2024)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教师发展中心 王秀兰  

 

（一）课程标准 2011版与 2022版的变化要点 

1. 课程名称的变化：凸显一体化的设计 

课程标准 2011版  课程标准 2022版 

品德与生活（小一至小二）   

道德与法治（小学至初中） 品德与社会（小三至小六）  

思想品德（初中）  

                              

2. 育人目标的升级： 

课程标准 2011版  课程标准 2022版 

三维目标：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升级发展为核心素养的表达  

 

 

3. 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版)中提及的五项核心素养，与中华传统文化与美德相关。 

   

核心素养 主要表现（与中华传统文化与美德相关） 

1. 政治认同 政治方向、价值认同、家国情怀 

2. 道德修养 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3. 法治观念 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力义务相统一、守法用法意

识和行为、生命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4. 健全人格 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友爱互助 

5. 意识 主人翁意识、担当精神、有序参与 

 

 

 

 

第一部份
国家课程

内地「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概述与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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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统编特点（2017年统编教材，2024年更新修订版） 

 

由近及远的生活领域逐渐拓展建构 

 
同主题螺旋上升 

 

 

（三）课程教学策略简述 

1. 立足核心素养，制订彰显全面育人的教学目标 

2. 及时丰富教学内容，反映党和国家重大实践创新成果，社会时政等 

3. 把握思想教育基本特征，实现说理教育与启发引导有机结合 

4. 丰富学生实践体验，促进知行合一 
 

 

（四）三思课堂教学策略（以历史题材的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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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疑促思：以历史人物教学为例，英雄人物身上往往有生动鲜明的事迹和感人的情

节，但这些表象特点往往使孩子仅停留在感知人物的外在形象上。因此，我们教学时，

需要把历史人物置入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把时代背景、人物形象与人物内心相融通，

透过提出疑问协助学生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历史人物。 
 

多元导思：历史题材内容因其在时空上的特定性质，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

离，所以探究活动开展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关注历史题材（事件）的前

后关联，开展探究活动，启发学生从多角度思考、感悟历史题材，从而引导学生用辩证

思维探索历史，从而发展历史思维。 
 

    具象理思：思维导图是一种很好的「具象理思」的方式，学生不但能从逻辑思维中

进行整理，还能从整体上充分感受相关历史的学习成果，从而激发由此产生的情感体

悟。 
 

 

（五）学科融合行动（跨学科学习） 

1. 跨思维之界：打破单一学科标准的固化思维，在「迁移」中提升学习的意义，

「融合」中获得素养的综合发展。 

2. 跨目标之界：让课程回归学生的日常生活，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实践以学生

需求为核心、以多学科领域资源整合为基点的主题学习。 

3. 跨内容之界：在课程的实施中寻找平衡点，开展不拘教材的个性化学习和不

同教材间的融会贯通，重视发展综合、共通能力的同时，不失学习重点。 

4. 跨策略之界：指向深度思维活动，扩大学习主题、教材的范围，通过关键学习

任务和核心问题，促使学习及各认知领域共同发挥作用。 

5. 跨文化之界：钩织立体的文化之网，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让弥漫在教室每一

个角落中的交流对话都蕴含着文化意义。                                              

6. 跨空间之界：重新定义与审视教室，突破传统的教学时空边界，建立「有学习

发生的地方就是教室」的意识和理念。 

7. 跨时间之界：「把学习时间留生」、「浓缩精华于课堂」、「拓展于课外」，灵活运

用学习时间（学时），使学生学习不限于上课时间（课时）。                                                   

8. 跨身份之界：在活动体验的「多元交互」、「角色换位」中展开思维的碰撞，擦

出思想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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