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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研究

小学思政课教科书中革命传统内容刍议

王世光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阶段的小学思政课教科书都融入了革命传统内

容。革命传统内容的呈现方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受不同时期课程方案、课

程标准 （教学大纲）、课程理念和革命传统教育观念的制约与影响。基于新中国成

立以来革命传统进小学思政课教科书的经验，新时代统编小学 《道德与法治》教科

书革命传统内容的编制与修订，应该在遵循课程标准和 《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

材指南》的基础上，处理好革命历史教育和革命道德教育的关系、革命道德与公民

道德的关系、革命叙事与日常叙事的关系，解决好新时代统编小学 《道德与法治》

教科书革命传统内容与其他学科教科书革命传统内容的纵横衔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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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传统一直是小学思政

课教科书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当前统编小学 《道

德与法治》教科书大修订工作中，如何处理革命

传统内容、落实革命传统教育，是工作重点之

一。教育部于２０２１年发布了 《革命传统进中小

学课程教材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对小学

道德与法治课程如何落实革命传统教育提出了具

体的要求；又于２０２２年发布了 《义务教育道德

与法治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对本课程中的

革命传统教育作了一体化的设计，在小学低、

中、高三个学段都有革命传统教育主题，并且把

革命传统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法治教育并列为

本课程要突出和强化的三个方面的内容。［１］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小学思政课教科书

中的革命传统内容，总结经验教训，可以从理论

和实践上为新时代统编小学 《道德与法治》教科

书革命传统内容的修订提供参考。

一、《高级小学政治课本》中的革命传统内容

１９５０年７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

《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初稿》，规定小学五、六年级

设置政治常识课。［２］３１其中，《小学高年级政治常

识课程暂行标准初稿》在教材编选要点部分指

出：“教材组织要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以及国

民公德，互相贯穿联系。”［２］９４９５这意味着新民主

主义革命思想是小学政治常识教科书革命传统教

育的核心内容。该课程标准还指出：“教材的编

选要和历史、地理、国语、生活指导等密切联

系，并注意分工，避免重复。”［２］９５旨在提醒教科

书编者，要注意小学政治常识教科书与其他学科

教科书的关联问题。就革命传统内容来说，这个

问题尤其突出。

１９５０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选

取武纡生编写的 《新编高级小学政治课本》（这

套教科书曾在１９４９年年底至１９５０年年初多次出

版发行［３］）进行了修订，《小学高年级政治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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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暂行标准初稿》大概是当时这套教科书修订

的依据之一。修订后，这套教科书改名为 《高级

小学政治课本》，１９５０年第四季度由人民教育出

版社出版发行，供全国选用。这套教科书共两

册，其中有一些课，从课名就可以看出革命传统

教育的意图。例如，《儿童团员的劳动热情》《少

年儿童队》《中国人站起来了》《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又如，《毛泽东幼年的故事》旨在让

学生了解、学习革命领袖。其他一些课也贯穿着

革命传统教育内容。例如，《为什么要读书》突

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三个民主原则》突出

了 “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

整体”的思想；《一页日记》通过儿童视角，反

映了开国大典前后几天，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群

众游行庆祝的情况，突出了革命胜利的意义，培

养学生的爱国情感。

在革命传统内容的编制方面，这套教科书的

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呈现方式

上，采取儿童喜闻乐见的对话、故事、日记等形

式，努力从儿童的视角来呈现革命传统内容。二

是在语言表达上，继承了根据地、解放区小学政

治教科书的朴实文风，通俗易懂，不刻意追求文

采，近乎大白话。三是在学科特色上，重点突出

革命思想教育，与同时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高级小学历史课本》分工明确。例如，五四运

动、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卅运动、中国工农红军

的奋斗、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

争、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等历史事件，都放在

《高级小学历史课本》里呈现。这套教科书在革

命传统内容编制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一些素材的

选择和文本的呈现囿于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验，

在推广到全国大多数地区使用后，其教学适用性

受到影响。

１９５２年３月１８日，教育部颁发试行 《小学

暂行规程 （草案）》，小学课程设置中取消了政治

课，这套教科书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在革命传统

内容的编制方面，它留下的最宝贵的经验就是注

重个人语言、官方语言和学术语言的统一，追求

革命叙事与日常叙事的统一、革命道德教育与国

民公德教育的统一。

二、《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课本 （试用本）

政治》中的革命传统内容

１９７８年，国家恢复了小学政治课。教育部

在这一年颁发了 《〈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

划试行草案〉的通知》。《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

学计划试行草案》指出，要教育学生 “继承和发

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４］３２６，规定小学阶

段设置政治等８门课程，不再设置历史课程。对

于政治课，“小学四、五年级主要进行初步的共

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必要的政治常识教育”。［４］３２８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中小学通用教材政治编写组编

写的 《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课本 （试用本）政

治》一册至四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

新中国成立至２０１７年现行统编小学 《道德与法

治》教科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投入使用之前，唯

一一套统编小学思政课教科书。

在革命事件方面，这套教科书课文的编排呈

现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国内的革命事件，如课

文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太平天国革命》《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 《八一南昌起义》 《井冈山会

师》《遵义会议的光芒》《抗日战争的故事》《百

万雄师过大江》《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另一条线索是国际的革命事件，如课文 《马克

思、恩格斯和 〈共产党宣言〉》《巴黎公社的伟

大斗争》《列宁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两条线

索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简要勾勒了中国革命的

源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小学不开设历史

课程的情况下，小学思政课教科书首次比较系统

地纳入革命史、国际共运史素材，基本上以时间

线索编排重大革命事件，革命精神谱系在小学思

政课教科书中有了雏形。

在革命道德方面，这套教科书有课文 《好好

学习　天天向上》《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和执

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为人民服务》 《艰苦奋

斗》《批评与自我批评》《纪念白求恩》等。这些

课文反映了革命传统道德的精髓，与课文 《爱祖

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　学科学　用

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自觉遵守纪律》《团结

友爱》等所反映的以 “五爱”为核心的国民公德

教育交相辉映，革命道德教育内容与国民公德教

育内容趋于平衡，初步扭转了从新中国成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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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小学政治教科书过于偏重革

命道德教育的倾向。

在革命理想方面，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贯

穿这套教科书各册。第一册第３单元 “伟大的革

命导师马克思和列宁”，通过马克思、列宁的事

迹和 《共产党宣言》等，从历史角度引导学生认

识共产主义理想；第二册第５单元 “做共产主义

事业的接班人 （一）”和第三册第６单元 “做共

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二）”，从道德角度引导、

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理想；第四册第８单元 “建

设伟大的祖国　树立崇高的理想”，从国情角度

引导学生认同共产主义理想。可以说，这套教科

书是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大框架下来设计

革命传统内容的，这与 《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

学计划试行草案》的顶层设计紧密呼应。在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小学思政课教科书中，这套教科书

中的革命理想信念教育内容是最系统的。但该套

教科书中的一些革命历史和革命理论的内容，对

小学生来说偏深、偏难，脱离小学生实际。

在课文形式方面，这套教科书的革命传统课

文中，有些是编写组自编课文，有些是选文。后

者与语文教科书相似。这套教科书里革命传统内

容的选文中，除了毛泽东的经典著作 《为人民服

务》《纪念白求恩》之外，还有 《井冈山会师》

节选自何长工的 《伟大会师》； 《遵义会议的光

芒》节选自成仿吾的 《长征回忆录》；《抗日战争

的故事》节选自 《华主席的故事》；《百万雄师过

大江》节选自鲍先志的 《雄狮渡长江》；《天安门

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节选自李水清的 《五星红

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毛泽东的 《为人民服务》

和 《纪念白求恩》，在同时期中小学通用教材中

学语文编写组编的 《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

（试用本）语文》中也出现了，只是课后练习的

问题设置有所不同。这两套教科书选文之间存在

重复现象，不知编者是有意为之，还是一时疏

忽。这一现象反映了革命传统内容编写的深层次

问题，即小学思政课教科书与语文教科书在革命

传统教育方面的分工和衔接问题。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虽然这套小学思政

课教科书使用时间不长，但是它触及了小学思政

课教科书革命传统内容编制的核心问题：在选择

革命传统内容和课文呈现方式方面，思政课教科

书与历史教科书、语文教科书的边界在哪里？各

自应该承担什么功能？本套教科书对问题的解决

并非完美，然而，它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方案———

在内容编排上尊重历史学科的时间线索，在内容

呈现上吸收语文学科的选文经验。这是本套教科

书在处理革命传统内容方面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

三、人教版小学 《思想品德》中的革命传统

内容

１９８１年，《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 （修

订草案）》规定，小学阶段设置思想品德课。此

后，国家陆续出台了５个针对小学思想品德课的

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 《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思

想品德课教学大纲 （试行草案）》（１９８２年）、

《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１９８６年）、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

（初审稿）》（１９９０年）、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

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 （试用）》（１９９２年）、《九

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

程标准 （试行）》（１９９７年）。这些不同时期课程

文件中的革命传统教育内容不仅有详细的规定，

而且有很强的连续性，它们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

代众多版本的小学 《思想品德》教科书中得到落

实。这些教科书中，以人教版小学 《思想品德》

最具代表性。人教版小学 《思想品德》在革命传

统内容的编制方面，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教科书将革命传统内容分配到不同学

段。新中国成立之初，武纡生编的 《新编高级小

学政治课本》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全日制十

年制学校小学课本 （试用本）政治》都是给小学

高年级学生编写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学

《思想品德》教科书则是针对小学各学段的。教

科书编者依照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对不同年级革

命传统内容的规定，编写小学 《思想品德》教科

书中的革命传统内容。有关国家名称、国旗、国

歌、国徽等革命传统教育内容，一般放在低年

段，在以节日、校园升旗仪式、少先队活动为主

题的课文中，主要以图画的方式呈现。这种呈现

方式一直延续到现行统编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中。有关革命人物 （领袖）、革命品质、革命精

神、革命事迹的内容，一般放在小学中、高年级

课文中以故事的形式呈现。尽管有些学段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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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传统内容不尽合理，但小学 《思想品德》开

新中国小学思政课教科书不同学段革命传统内容

有机融入、螺旋上升之先河，为后来小学思政课

教科书编写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二，教科书以革命道德为中心编排革命传

统内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初的课程方案里，与小学思想品德课程并行的

有小学历史课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与小学思

想品德课程并行的有小学社会课程，当时的小学

社会课程整合了此前的小学历史、地理课程。因

此，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学思想品德课程，

不需要承担小学历史课程和小学社会课程所承担

的革命历史教育的内容。小学 《思想品德》中的

革命传统内容，不是以革命历史为重心，而是以

革命道德为重心。这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学

《思想品德》教科书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小

学政治教科书，以及二十一世纪初以来的小学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道德与法治》教

科书的一个根本区别。离开这个大的课程设置背

景去分析、比较它们之间在革命传统内容编制方

面的特点，往往会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正是因为小学 《思想品德》教科书不需要承

担同期小学历史课程或社会课程所承担的革命历

史教育的任务，它在革命传统内容的编排上基本

不受时间线索的限制。再加上小学 《思想品德》

教科书不设单元，每册书直接下设若干课，这些

课与课之间相对独立。这样，在呈现革命传统内

容时，教科书不仅可以集中于革命道德方面，而

且内容的编排形式更加灵活。革命传统教育的

课，大多重点围绕具体革命人物及其事迹来写，

不是围绕宏大的历史事件来写。这些人物中有伟

人，也有普通人。一般一课写一个人物，个别课

会涉及两三个革命人物的事迹。与此前小学思政

课教科书相比，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人物事迹更

加细腻。例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一课［５］，

专门讲孙中山的故事，而不像历史教科书那样以

辛亥革命为中心穿插介绍孙中山；《英勇不屈的

共产党员》一课［６］，专门写了李大钊的故事；

《遵守公共秩序》一课［７］３８４１，描写了列宁排队理

发、毛泽东看戏坐后排和周恩来排队照相的故

事；《助人为乐》一课［８］，专门讲雷锋的故事；

《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一

课［７］６７，专门描写了普通共产党员杨怀远的故

事。这些故事都给学生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起

到了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作用。这是２１世纪初

以来的小学思政课教科书所无法相比的。后者被

赋予了太多的教育功能，同时编写理念也不一

样，无法专门围绕革命道德写细、写透。

第三，教科书注重革命道德与传统美德、革

命道德与公民道德、革命叙事与日常叙事的统一。

例如，在写有关节日的内容时，一课写国际劳动

节、国际儿童节、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建军

节和国庆节，另一课写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和

中秋节。［９］这样，革命传统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

相得益彰。又如 《讲谦让》一课［１０］，课文正文

讲述刘少奇小时候让橘子的故事，这是突出革命

领袖。课后练习有如下要求：一是 “听老师讲

‘孔融让梨’的故事”，突出了传统文化；二是

“说说同学中讲谦让的故事”，突出了儿童现实生

活；三是呈现了两首以公鸡和山羊为主角、以谦

让为主题的儿歌，贴近儿童认知特点。再如，围

绕艰苦朴素这一革命传统，教科书设置了一篇课

文 《不跟别人比吃穿》，描写了日常生活中一个

小学生比吃、比穿的情境，妈妈给她讲 《代代

传》革命图画，告诉她 “不能丢掉战争年代 ‘艰

苦朴素’的传家宝” “俭朴是我国人民的美德”

“要以生活俭朴为荣”。［１１］虽然读起来有些说教的

味道，但是这篇课文将传统美德、革命道德与社

会主义公民道德融为一体，用小学生容易接受的

语言，一气呵成。尽管人教版小学 《思想品德》

教科书中的革命叙事仍然有脸谱化印迹，但是，

它通过多种方式，把革命道德与传统美德、革命

道德与公民道德、革命叙事与日常叙事贯穿和统

一起来。这是人教版小学 《思想品德》教科书在

融入革命传统方面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编写经验。

四、人教版 《品德与生活》 《品德与社会》

中的革命传统内容

二十一世纪初，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设置发

生了较大变化。小学思想品德课程和社会课程被

整合成新的综合课程———小学低年段的品德与生

活课程和小学中、高年段的品德与社会课程。

《全日制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 （实验

稿）》在课程目标部分要求学生 “爱祖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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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祖国的初步知识”［１２］５，在课程内容部分要

求学生 “尊敬国旗、国徽，会唱国歌，崇敬人民

英雄，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１２］９。《全日制

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 （实验稿）》在课程

性质部分指出，品德与社会课程 “根据小学中高

年级学生社会生活范围不断扩大的实际、认识了

解社会和品德形成的需要，以儿童的社会生活为

主线，将品德、行为规范和法制教育，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国情、历史和文

化教育，地理和环境教育等有机融合”。［１３］２这里

虽然没有明确提革命传统教育，但是，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涉及革命传统精神

层面的内容，国情、历史和文化教育涉及革命传

统事实层面的内容。该标准在课程目标部分要求

学生 “热爱祖国，珍视祖国的历史、文化传

统”［１３］５，“知道在中国长期形成的民族精神和优

良传统。初步知道影响中国发展的重大历史事

件。初步了解新中国成立和祖国建设的伟大成

就”［１３］６；在课程内容部分要求学生 “知道近代

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屈辱和

危害，知道中国人民，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救亡图存的抗争事例，爱戴革命先辈，树立奋

发图强的爱国志向”“知道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

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热

爱”。［１３］１５这是对革命传统教育内容的具体要求。

与此相应，二十一世纪初全国通过审定的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教科书共有１０余

套，在落实革命传统教育方面各有千秋，但人民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在落实革命传统教育方

面较具代表性。这里就以人教版 《品德与生活》

《品德与社会》为中心，探讨这一时期小学思政

课教科书融入革命传统的特色。

这套教科书在革命传统方面继承了小学 《思

想品德》的一些做法，如在低年段通过节日等介

绍国旗、国歌、国徽等有关革命传统的内容。与

过去的小学思政课教科书相比，它的最大特点是

对革命历史教育内容的编排顺序。

由于小学不再设置社会课程，这样，小学革

命历史教育的任务就由品德与社会课程承担下

来。革命历史有诸多叙事模式［１４］，人教版教科

书没有采取传统的革命史叙事模式，而是依照课

程标准的叙述，结合民族主义叙事模式和 “冲

击—回应”叙事模式，将革命历史教育内容呈现

出来。六年级上册第２单元的名称是 “不屈的中

国人”，第３单元的名称是 “腾飞的祖国”，第２

单元第３课的名称是 《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

这些单元名和课名体现了民族主义叙事模式的特

点。第２单元下面分了３课。第１课 《不能忘记

的屈辱》，讲述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冲击，

呈现了西方国家发动的鸦片战争、东方邻国日本

对中国的侵略。第２课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

们》讲述了中国在西方冲击下的反抗，呈现了林

则徐与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黄海海战、抗日

战争中的经典战役。第３课 《为了中华民族的崛

起》，讲述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西方冲击下的

探索，呈现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孙中山和辛

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井冈山

的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等历史事件。［１５］这３课的设计明显反映了 “冲

击—回应”叙事模式。

总体来说，这样处理是比较大胆的，改变了

原来小学历史教科书和社会教科书中严格按照时

间线索纵贯下来的革命史叙事模式。这样处理不

仅是叙事模式的需要，也是课程综合的需要。采

取这一叙事模式，能够有效地以国家面临的问题

为单元话题整合课程内容，把鸦片战争至新中国

成立的历史整合到 “不屈的中国人”这个单元，

把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内容整

合到 “腾飞的祖国”这个单元。这样处理符合课

程标准的相关要求。但是，这样处理的缺点也是

显而易见的，就是打破了历史叙事最为基本的时

间线索，这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来看是致命的。毕

竟，小学生没有足够的历史背景知识，很难适应

这种叙事模式。教师使用过程中的意见也比较

大。这是今后小学思政课教科书在编排革命传统

内容方面，需要教科书编者继续反思的问题。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教科书与之前

小学 《思想品德》教科书相比，最大的不同之

处，是在综合课程理念和儿童中心课程理念指导

下编制的，从学生不断扩展的生活圈出发，围绕

学生当下生活中的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国

家、世界问题来设计。从革命传统教育的角度

看，这样编写的优点是贴近生活，可以克服过去

教科书革命叙事中的脸谱化写法。但是，其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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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上述两个单元之外，革命

传统内容，尤其是革命道德内容，在这套教科书

中有所削弱。那些曾经在小学 《思想品德》中出

现的革命人物、革命事迹、革命道德，在这套教

科书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有的消失，有的一带

而过，有的从正文位置降到辅文位置。这种现象

在其他出版社出版的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

会》教科书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现象的产

生，本质上是由课程性质和课程理念决定的。品

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从本质上说，是以

社会科为基础、以儿童为中心的综合课程。它们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小学思政课中最不像思政课的

思政课。这种课程定位，决定了教科书呈现革命

传统内容的思路，以及革命传统内容呈现的深

度、广度。这留给小学思政课教科书编者一个问

题———在新形势下，如何处理革命叙事和日常叙

事的关系。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五、现行统编小学 《道德与法治》中的革命

传统内容

２０１１年，《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和 《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颁布，这两个课程标准中有关革命

传统的内容，与上一版课程标准相比没有实质性

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版课程标准明确提

及 “革命传统”这个词——— “知道在历史发展过

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传统”。［１６］

随着２０１６年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的颁布，

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更名为道德与

法治课程。２０１７年，统编小学 《道德与法治》

教科书在全国推行。这套小学思政课教科书在融

入革命传统方面，又有新的变化———低年段教科

书以渗透呈现为主，高年段教科书以集中呈现

为主。

渗透呈现的革命传统内容有一年级上册第２

单元 “校园生活真快乐”第６课 《校园里的号

令》话题 “升国旗了”，讲了国旗、国歌、国

徽［１７］；一年级下册第４单元 “我们在一起”第

１７课 《我们都是少先队员》，讲了红领巾的来

历［１８］；二年级上册第１单元 “我们的节假日”第

３课 《欢欢喜喜庆国庆》，讲了新中国的生日、革

命烈士纪念日［１９］；五年级下册第１单元 “我们一

家人”第３课 《弘扬优秀家风》话题 “优秀家风

代代传”，讲了革命先烈的家书、家风。［２０］１６２１

集中呈现的革命传统内容主要在五年级下

册，第３单元 “百年追梦　复兴中华”第７课

《不甘屈辱　奋勇抗争》、第８课 《推翻帝制　民

族觉醒》、第９课 《中国有了共产党》、第１０课

《夺取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第１１

课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第１２课 《富起来到强

起来》，勾勒了１８４０年到新时代百余年中的革命

事件、革命人物、英雄模范和伟大成就。［２０］４４９５

本套小学思政课教科书在融入革命传统方面

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教科书恢复了基于时间线索的叙事模

式，解决了此前 《品德与社会》教科书中打乱时

序的 “冲击—回应”叙事模式所带来的教学混

乱。但是，教科书集中呈现革命传统的这一单

元，看起来更像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部

分的压缩版，又重新回到了以学科为中心，特别

是历史学科为中心的立场，而且文件语言的痕迹

比较明显。这需要教科书修订者思考一个问题：

小学 《道德与法治》教科书在承担小学近现代史

教育功能的同时，革命传统教育内容如何体现思

政课特点。这个问题也从更深层次反映了不同课

程理念对小学思政课教科书呈现革命传统内容的

影响———在学科、学生、政治之间，到底以哪一

个为中心来设计教科书。不同设计理念下所呈现

出的革命传统内容自然是不一样的。以学科为中

心的优点是科学性不容置疑，但容易出现革命传

统内容成人化、理论化的问题，成为初中历史相

关内容的压缩版，缺乏思政课特点，重革命事件

而忽视革命道德，甚至与初中历史教科书的相关

内容重复。以学生社会生活为中心的优点是贴近

学生现实生活，但如何解决日常叙事与革命叙事

的关系，是要重点研究的问题，否则容易导致日

常叙事排斥革命叙事，日常生活遮蔽革命传统，

甚至给学生造成时空错觉。以政治为中心的优点

是政治正确，缺点是课文容易变成官方文件语言

的堆砌，教科书编者、审查者不敢轻易改动这些

文字，学生不愿意读、不感兴趣。统编小学 《道

德与法治》在修订时能否更好地呈现革命传统，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科书编者能否在学科立场、

学生立场和政治立场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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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教科书沿袭了二十一世纪初品德与生

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所设定的总体设计思路

和框架，仍然采取从个人到家庭、学校、社区、

国家、世界的同心圆的设计模式，在融合革命叙

事与日常叙事方面继续探索，并取得一定进展。

比如，《弘扬优秀家风》一课融入革命先烈家书，

等等。融合革命叙事与日常叙事的方向，需要在

统编小学 《道德与法治》的修订中继续坚持并争

取突破。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革命人物、革命

事迹、革命精神除了在五年级下册第３单元集中

呈现之外，在其他单元涉及不多。革命道德教育

方面的素材，缺乏有血有肉、情节生动的描写。

可以说，本套教科书的长处在革命历史教育方

面，而在革命道德教育方面，需要更上一层楼。

因为，革命历史教育虽然可以产生隐性的革命道

德教育的效果，但不能替代显性的革命道德教

育。革命历史教育与革命道德教育对于小学道德

与法治课程中的革命传统教育来说，犹如鸟之两

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从这个角度来看，革

命历史教育与革命道德教育的关系问题，是目前

统编小学 《道德与法治》修订中亟须解决的一个

问题。

其三，对照 《指南》和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

治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可以发现教科书融

入的革命传统内容深度有余、广度不足。小学思

政课教科书对革命传统融入的深度和广度，受制

于革命传统教育观念。不同时期的革命传统概念

有所不同，革命传统教育观念也有所不同。［２１］同

时，历史上不同时期，共产主义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近现代史教育、国情教育等，在小学思政

课中又各有侧重，都在不同程度上与革命传统有

交集。在这些大概念中，哪些概念是上位概念，

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不同时期不同文献的

论述是不一样的。不同时期教科书编者也是在不

同的思想架构下去考虑如何呈现革命传统内容

的。《指南》颁布前，相关的课程文件对革命传

统没有明确的界定。《指南》颁布后，这个问题

就清晰了。如今，国家将革命传统界定为 “中国

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中形成的政治

觉悟、革命斗争精神、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包

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个时期”［２２］，涵盖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理想信念、人民立场、

思想路线、革命斗争精神、爱国情怀、优良作风

七个方面。［２３］ 《指南》对于新时代小学思政课课

程与教科书中应该融入哪些革命传统、革命传统

融入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融入革命传统有明确的

要求，这些要求在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

准 （２０２２年版）》中得到进一步落实。对照 《指

南》和课程标准，我们发现，现行统编小学 《道

德与法治》清晰呈现了纵向的革命传统线索，不

仅描述了建党至今百余年的革命历程，而且向上

追溯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是，《指南》所

说的七个方面中，有些方面在教科书中体现得不

够突出。这就要求教科书在修订时，以课程标准

和 《指南》为基本遵循，兼顾纵向的三个时期和

横向的七个方面，而不能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

教育。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阶段的小

学思政课教科书都融入了革命传统内容。革命传

统内容的呈现方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受

不同时期课程方案、课程标准 （教学大纲）、课

程理念和革命传统教育观念的制约与影响。基于

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传统进小学思政课教科书的

经验，新时代统编小学 《道德与法治》教科书革

命传统内容的编制与修订，应该在遵循课程标准

和 《指南》的基础上，处理好革命历史教育和革

命道德教育的关系、革命道德与公民道德的关

系、革命叙事与日常叙事的关系，解决好新时代

统编小学 《道德与法治》教科书革命传统内容与

其他学科教科书革命传统内容的纵横衔接问题。

这样，革命传统教育才能在新时代统编小学 《道

德与法治》教科书中更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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