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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5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內地教育系列 (1)：中華文化與美德的培育 

線上分享會摘要(20/11/2024) 

 

 

 

 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教師發展中心 王秀蘭  

 

（一）課程標準 2011版與 2022版的變化要點 

1. 課程名稱的變化：凸顯一體化的設計 

課程標準 2011版  課程標準 2022版 

品德與生活（小一至小二）   

道德與法治（小學至初中） 品德與社會（小三至小六）  

思想品德（初中）  

                              

2. 育人目標的升級： 

課程標準 2011版  課程標準 2022版 

三維目標： 

「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升級發展為核心素養的表達  

 

 

3. 道德與法治課程標準(2022版)中提及的五項核心素養，與中華傳統文化與美德相關。 

   

核心素養 主要表現（與中華傳統文化與美德相關） 

1. 政治認同 政治方向、價值認同、家國情懷 

2. 道德修養 個人品德、家庭美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 

3. 法治觀念 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力義務相統一、守法用法意

識和行為、生命安全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 

4. 健全人格 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友愛互助 

5. 意識 主人翁意識、擔當精神、有序參與 

 

 

 

 

第一部份
國家課程

內地「小學道德與法治」課程的概述與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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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統編特點（2017年統編教材，2024年更新修訂版） 

 

由近及遠的生活領域逐漸拓展建構 

 
同主題螺旋上升 

 

 

（三）課程教學策略簡述 

1. 立足核心素養，制訂彰顯全面育人的教學目標 

2. 及時豐富教學內容，反映黨和國家重大實踐創新成果，社會時政等 

3. 把握思想教育基本特徵，實現說理教育與啟發引導有機結合 

4. 豐富學生實踐體驗，促進知行合一 
 

 

（四）三思課堂教學策略（以歷史題材的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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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疑促思：以歷史人物教學為例，英雄人物身上往往有生動鮮明的事蹟和感人的情

節，但這些表象特點往往使孩子僅停留在感知人物的外在形象上。因此，我們教學時，

需要把歷史人物置入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中，把時代背景、人物形象與人物內心相融通，

透過提出疑問協助學生更全面、深入地認識歷史人物。 
 

多元導思：歷史題材內容因其在時空上的特定性質，與學生的現實生活有一定的距

離，所以探究活動開展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們可以引導學生關注歷史題材（事件）的前

後關聯，開展探究活動，啟發學生從多角度思考、感悟歷史題材，從而引導學生用辯證

思維探索歷史，從而發展歷史思維。 
 

    具象理思：思維導圖是一種很好的「具象理思」的方式，學生不但能從邏輯思維中

進行整理，還能從整體上充分感受相關歷史的學習成果，從而激發由此產生的情感體

悟。 
 

 

（五）學科融合行動（跨學科學習） 

1. 跨思維之界：打破單一學科標準的固化思維，在「遷移」中提升學習的意義，

「融合」中獲得素養的綜合發展。 

2. 跨目標之界：讓課程回歸學生的日常生活，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實踐以學生

需求為核心、以多學科領域資源整合為基點的主題學習。 

3. 跨內容之界：在課程的實施中尋找平衡點，開展不拘教材的個性化學習和不

同教材間的融會貫通，重視發展綜合、共通能力的同時，不失學習重點。 

4. 跨策略之界：指向深度思維活動，擴大學習主題、教材的範圍，通過關鍵學習

任務和核心問題，促使學習及各認知領域共同發揮作用。 

5. 跨文化之界：鉤織立體的文化之網，促進多元文化的融合，讓彌漫在教室每一

個角落中的交流對話都蘊含著文化意義。                                              

6. 跨空間之界：重新定義與審視教室，突破傳統的教學時空邊界，建立「有學習

發生的地方就是教室」的意識和理念。 

7. 跨時間之界：「把學習時間留生」、「濃縮精華於課堂」、「拓展於課外」，靈活運

用學習時間（學時），使學生學習不限於上課時間（課時）。                                                   

8. 跨身份之界：在活動體驗的「多元交互」、「角色換位」中展開思維的碰撞，擦

出思想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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