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４年第１０期 总第１１８期

教材研究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教材修订的一体化探索

毛志浩

摘要：思政课教材是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依据。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思政课教材一体化是关键环节和重要着力点。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教

材修订贯彻落实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要求，在编写依据、育人目标、编修队

伍、内容编排、栏目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一体化探索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为更好地发

挥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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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把学校思政课建设放

在教育工作的重要位置，思政课发展环境和整体

生态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

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

一体化建设。”［１］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思政课教材一体化是关键环节和重要着力

点。２０２２年３月以来，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教

材 （以下简称 “道德与法治教材”）开展了修订

工作，加强一体化设计是本次修订的一项重点任

务。本次教材修订注重一体化编排教材内容，遵

循 “瞻前顾后、以低定高，循序渐进、螺旋上

升”的思路，努力提升思政课教材的育人价值。

一、编写依据一体化

教材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铸魂工程。

教材编写要遵循权威依据，以保证科学性、权威

性和有效性。编写依据一体化，是思政课教材一

体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在道德与法治教材修订

中，编写依据一体化为教材修订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主题主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政课，就是要

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２］道德与法治教材是义务

教育阶段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课程教材的主渠道。本次教材修订，以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

主线，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教材。统筹安排 “十个明确”“十四个坚

持”“十三个方面成就” “六个必须坚持”等内

容，结合相关学习主题介绍习近平经济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

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

通过讲故事、举例子、摆事实、讲道理等方法，

做到科学编排、有机融入、系统展开，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其中，小学阶段重在启蒙引导，通过 “看到什

么” “听到什么”，以生动具体、形象直观的方

式，引导学生初步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幼小心灵里埋下爱党爱国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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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种子；初中阶段重在感性体验和知识学

习，集中阐释与有机融入相结合，帮助学生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

义，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行动指南，引导学生自觉把爱国情、强国志落实

到实际行动中。

（二）落实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要求

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的主要依据。２０２２年，

教育部发布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将之前并行的 《义务教育品德与

生活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义务教育品德与

社会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义务教育思想品

德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进行了整合。这是首

个贯通设计义务教育阶段思政课的课程标准，同

时明确了道德与法治课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思政

课。根据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

年版）》，道德与法治教材内容编排以学生逐步扩

展的生活为基础，以 “成长中的我”为原点，围

绕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关系 （我与自

我、我与他人和社会、我与国家和人类文明）进

行逻辑构建，以螺旋上升的方式组织和呈现教育

主题，强化课程的整体性，实现了课程理念、课

程目标、课程内容等的一体化设计，为道德与法

治教材一体化设计搭建了 “脚手架”。

（三）落实系列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进课程教

材文件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进一步推进重大主题

教育内容进课程、进教材、进学生头脑工作，党

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等研

究制定了一系列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指导性

文件。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课程教材指南》《“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进大中

小学课程教材指南》《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革命

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指导纲要 （试行）》《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

导纲要》等。这些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进课程教材

指导文件，基本是按照大中小学一体化的要求，

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年龄特点，明确指出了各学

段落实的主要内容以及要实现的育人目标，同时

指出了思政课落实系列主题教育内容的主渠道地

位。这一系列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进课程教材的指

导性文件，是新时代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重要

依托，也是道德与法治教材一体化设计的重要

依据。

二、育人目标一体化

育人目标在教材修订中具有引领性作用，是

回答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个根本问题的切入点。“学生的成长成才过程

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大中小

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要将总体目标要求贯

穿于各学段思想政治教育的阶段性目标。”［３］道德

与法治教材修订立足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目标任

务，合理设定不同学段的具体育人目标，为教材

内容编排提供方向性指引。

（一）明确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课育人

目标定位

２０１９年８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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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对

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的课

程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初中阶段的课程

目标是 “重在打牢思想基础，引导学生把党、祖

国、人民装在心中，强化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思想意识”［４］，小学阶段的课程目标是

“重在启蒙道德情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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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同时，

《意见》还提出要遵循学生认知规律设计课程内

容，体现不同学段特点，并明确指出 “初中阶段

重在开展体验性学习，小学阶段重在开展启蒙性

学习”［４］。《意见》的上述规定，为道德与法治教

材育人目标的设定与实现路径的选择提供了宏观

指引，打牢了教材一体化设计的基础。

（二）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主要抓手

“核心素养是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

学生通过课程学习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

品格和关键能力。”［５］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教材立

足本学段课程目标定位，以 “成长中的我”为内

容的逻辑基点，立足培育学生政治认同、道德修

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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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生不断扩大的生活和交往范围作为建构课程

的基础，依据 “我与自身” “我与自然、家庭、

他人、社会”“我与国家和人类文明”的关系逻

辑，凝练了 “入学教育”“道德教育”“生命安全

与健康教育”“法治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革命传统教育” “国情教育”等主题，以

１—２年级 （小学低年级学段）、３—４年级 （小学

中年级学段）、５—６年级 （小学高年级学段）、

７—９年级 （初中学段）进行划分，对每个学段

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等进行了一体

化设计，体现出渐进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

特点。

三、编修队伍一体化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思政课教材编

写队伍一体化是关键要素。作为国家统编教材，

道德与法治教材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核、

统一使用。在编写队伍方面，坚持政治首要标准，

着眼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建设，打通大中小学思

政课教材编写修订队伍，实现编修队伍一体化。

（一）完善组织协调机制，加强顶层设计

本次教材修订，设立了道德与法治教材编修

委员会 （以下简称 “编委会”），统筹义务教育

阶段共九个年级的道德与法治教材编写工作。编

委会通过集中统稿、专题审读、一体化审读、文

字句读等工作机制，对重大主题教育内容以及教

材难度、案例选择、活动形式、文字表述等进行

统筹，处理好 “全程贯通”与 “学段差异”的关

系，做到既 “打通一条渠”，又 “各自守好一段

渠”，避免内容的简单重复或者相同内容的表述

相异，使教材内容实现主线贯穿、主题鲜明、螺

旋上升。

（二）合理组建编修队伍，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教材编委会的领导下，分学段、分册次成

立教材修订组。在教材修订组的人员组成上，合

理考虑跨学段人员调配，统筹考虑高校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统编高中思想政治等

教材的编写队伍，同时吸纳基础教育教研部门以

及中小学一线教师参与教材修订，实现教材主编

或核心作者不同程度地学段贯通，发挥修订组成

员的主观能动性，为教材内容 “瞻前顾后”提供

组织人员保障。

四、内容编排一体化

从课程内容看，教材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身

心发展特点，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结合课程育人

目标要求，围绕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与系列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

的相关文件，在教材中进行系统设计，区分层

次、突出重点、体现进阶，形成有机衔接、环环

相扣的教材内容体系。

比如，对于 “党的领导”这一主题教育，小

学低年级学段设有 “戴上红领巾”一课，呈现了

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图片，引导学生形成对中国共

产党的直观启蒙认识。小学中年级学段设置 “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一课，阐释了党领导

全国各族人民同心携手共发展，引导学生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小学高年级学段专设党史专

册，重点呈现党的领袖故事、革命英雄事迹、重

要历史事件、重大发展成就等内容，引导学生了

解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同时，小学高年级学段还

专设 “党爱人民我爱党”单元，通过讲故事的方

式，引导学生初步了解党和人民的关系以及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初中九年级上册教材

专设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单元，进一步提炼概

括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阐释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及

党的初心使命、根本立场、精神谱系等，围绕觉

悟提高和品德塑造，重在引导学生听党话、跟党

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

选择，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夯实拥护

党的领导的信念根基。

又如，对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主题

教育，教材落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

程教材指南》精神，小学阶段以培育学生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和感受力为重点，重在启

蒙教育，引导学生初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体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初中阶段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

力为重点，重在认识体悟，引导学生进一步认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悠久历史及其对

世界的意义，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度。据此，小学低年级学段讲述了春节、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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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传统节日，阐释了勤俭传家、诚实守信、自立

自强、见贤思齐等中华传统美德，使学生初步了

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小学中年级学段介绍人格

修养、仁爱精神、爱国情怀等中华传统美德，引

导学生进一步认识中华传统美德的丰富内涵。小

学高年级学段通过讲故事、列事例、看图文等方

式，引导学生感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在内心埋下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种子。初中七年级下册专设 “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单元，通过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

与道理阐释相结合的形式，围绕核心思想理念、

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传统美德三大主题，遴选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引导学生较为系统全

面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感悟

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点，增强中华民族归

属感和自豪感，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度。同时，在初中八年级上册和九年级下册，也

分别从社会道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

响等方面，介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这样分学段、分内容的递进式设计，教

材通过有机融入与集中阐释，实现了对同一主题

内容的主线式设计与螺旋式上升。随着学生身心

发育的不断成熟及其对生活感受的日益丰富，他

们对同一学习主题的感悟和认知也会不断加深，

有利于逐步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同理，

对于其他重大主题教育内容，教材也是遵循上述

原则和方法，以实现道德与法治课的育人目标。

五、栏目设计一体化

道德与法治教材的活动栏目设计遵循一体化

原则，体现活动型课程要求，实现栏目功能的相

互配合、有机统一。每册教材均设置单元、课、

框三个层次。每个单元包括单元导语、正文、各

种栏目等基本要素。小学教材低年级学段考虑学

生学习特点，寓内容、活动为一体，中年级学段

和高年级学段设置活动园、阅读角、相关链接、

小贴士等栏目；初中学段设置生活观察、探究与

分享、相关链接、阅读感悟、方法与技能、启思

导行、单元思考与行动等栏目。这些栏目设计，

具有形式的统一性、理念的一致性、功能的相通

性等特征，重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同时考虑学

生的生活经验与思维水平逐步提升思辨程度，坚

持学科逻辑与生活逻辑相统一、主题学习与学生

生活相结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

服务对教材正文内容的学习，以达到启智润心、

铸魂育人的效果。

２０２４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

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构建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深入

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６］在新

形势下，思政课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作为

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重要任务，经过不断探索实

践，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但

仍然任重道远。我们要增强办好思政课的信心和

信念，以教材一体化建设引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建设质量

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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