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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研究”（2020MYB047）的研究成果

议题式教学是对教学理念、方式、目标，尤其是对师生伦理关系的全面挑战，主体间性师生伦理关系的构建是

议题式教学健康发展的前提。现状不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是主体间性师生伦理关系的缺位。主体间性师生伦

理关系的主要矛盾是学生和学法研究滞后。提升学生主体意识，完成平等意识到平等能力、批判意识到批判

能力、探索意识到探索能力、权利意识到权利践行能力的转型是构建和谐间性伦理关系，进而强化思想政治

课议题式教学效能的可靠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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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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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 （2017 年版）》探

讨了议题式教学的价值，议题式教学课堂构建的路

径、程序，议题设计的原则、方法、实施技巧，并就勘

察现状、探究问题及时给予对策建议，助推了议题

式教学建设。但是，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探索，多停

留于技巧、程序等形而下层面。事实上，只有从哲

学、伦理学等形而上层面进行审思和学理性分析，

才能真正把握议题式教学的本质、规律，进而助推

其科学建构与践行。

一、议题式教学建设的内在依据

议题式教学的提出是教学生产力与教学生产

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反映。
教学生产力是教学供给力与学习需求力、学习

能力的总和，包括学生学习需要力、学生学习能力

和教师课程开发、教学设计、表达、资源开发利用

力，教学实施管理、信息力，以及国家教学设施经费

保障力。教学生产关系是在教学中所形成的各种关

系的总和，主要包括师师、师生、生生间的相互关

系。教学生产力与教学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教学

发展的根本动力。
40 多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以及人民共同分

享改革开放红利的“人民中心”发展理念，极大地刺

激了教学生产力的发展，强化了教育教学主体的主

体意识，提升了教学供给侧的能力，刺激、开发了学

生丰富的学习需求和学习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大大提升了

中国人的自豪感、存在感———师生主体意识高扬，

主体在体验自豪感、存在感的过程中产生了自豪

感、存在感开发与满足的教育教学新需要。
“打虎”“猎狐”“拍蝇”“扫黑除恶”、民生民享工

程、全面脱贫攻坚、城乡一体化、农村振兴计划、种
地不交税、上学不交费……大大提升了国民幸福

感、尊严感；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核心价值观的倡

导与践行、网络政治与公民议政热潮，大大提升了

中国人的法治意识、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师生

主人意识高扬，刺激人们的法治思维、批判能力等

教育教学新需要。
“互联网+”、各种网络平台、APP、5G 技术的应

用大大提升了中国人的网络技术素养，信息的选

择、判断、分析和传播改变了人们生活样态、思维习

惯，尤其是改变了大众的阅读习惯、学习方式与途

径，消解了教师知识霸权，碎片阅读、图片阅读、刷
屏习惯使其掌握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了教师。另外，

全民创新的倡导与推进，大大提升了国民的批判意

识、创新意识、质疑精神和探索精神———为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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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提供了物质技术支持和思维准备。
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营养餐计划”“国培计

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均衡发展督导评估”高考

制度改革、高校双一流建设———我国教育事业改革

发展成就直接解放了教育教学生产力。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反映在教育教学中就是“美

好生活需要”的及时开发与价值导航的诉求与教与

学之素养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以及教学

生产关系制约了教学生产力。这些矛盾冲突催生了

议题式教学等现代教学理念与方式的变革，换句话

说，议题式教学依赖于教学生产关系———主要是师

生伦理关系的裂变、师生伦理关系的变更催生了议

题式教学。

二、议题式教学低效的伦理归因

新课标提出议题式教学以来，探索出“两线齐

下”法[1]、“模拟公共参与”法[2]、“构建高阶思维”法[3]、
“风景课堂”法[4]、“层式线式架构”法[5]、“三维构建”
法[6]、“议味营造”法[7]等方法和路径，并考量了制约

其效能发挥的原因。其中包括有教师理念问题，

“52．2％的教师认为议题式教学的评价无法与现行

的高考相统一、相匹配”[8]。有教师水平问题，议题设

置缺乏趣味性，可操作性缺位[9]；问题的驱性不足[10]；

设问不恰当，探究空间小[11]等助推了议题式教学的

发展。然而，仔细研究会发现，这些成果在做出重要

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先天不足。其一，方法建构与

问题探究大都一边倒地把注意力放在教师和教法

方面，鲜有探究学生和学法。王同林认为：“教的法

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12]其二，方法建构与问题探

究多浮在现象层面。而事实上，议题式教学矛盾的

主要方面在于学生主体与学法；更重要的是现象背

后主体间性师生伦理的建构才是议题式教学健康

发展的前提。
主体间性哲学是对主体性哲学的超越，它认为

生存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

的合作，二者不直接发生作用，需要经过二者之间

关系这一中介，即主体间性关系。间性师生伦理关

系是对教师主体论、学生主体论、教师主导论的全

面反动。不是简单的教师对学生灌输、批判、改造与

征服，也不是学生对教师的“反哺”，是教师自我主

体与其对象主体的平等对话交流。
间性师生伦理关系使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达成

成为可能，如果师生伦理为主客体对立关系，思想

政治教育就蜕变为原子式的孤立个体活动。两个独

立的原子式个体是思想政治教育命运共同体中的

“共在自我”。其中客体是师生共同面对的思想政治

课内容和学生思想纠结、心理困惑、理想渺茫、价值

迷茫、信念迷失、政治模糊等问题[13]，比如，对“佛系

青年”“光想青年”“积极废人”现象的分析与引导。
思政课教学目标实现不取决于教师主体，也不取决

于学生主体，而是取决于师生“关系”。
现存的师生伦理不能够满足议题式教学的需

要，长期养成的“背书战术”“题海战术”“被动学习”
的痼疾使得学生还不适应议题式教学。一方面，不

满意旧有的师生伦理关系和教学方法，另一方面，

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伦理关系和教学方法的需要，

是导致议题式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尽

快培养新型的“主体间性”的师生伦理关系是应对

议题式教学问题的关键。

三、议题式教学低效问题的应对理路

间性师生伦理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学生主

体和学法。只有完成权利意识到权利践行能力、平
等意识到平等能力、批判意识到批判能力、探索意

识到探索技能的转换才能培养出议题式教学之合

格主体，进而优化其前提。
1.权利能力的培育

全面依法治国极大地普及了国民的权利意识，

但权利意识不等于权利践行能力，只有依据自己的

年龄、智力和精神状况，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将权

利能力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权利和义务之时，权利才

最终达成。显然，该能力不会自然生成，需要教师耐

心培育。只有知识、法理的灌输是不够的，还需要理

论联系实际，结合学生学习生活、家庭生活、校园遇

到的法律事实及相关案件分析，在体验中慢慢养

成。由法律认知而情感而思维而践行，只有养成追

求公平正义、在尊重他人权利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

权利的习惯，才能与间性伦理主体地位相匹配。具

备了科学的权利践行能力，就能正确行使参与权

利，积极参与议题式教学。
2.平等能力的培育

平等能力指学生愿意平等，敢于平等且善于平

等的能力。有了平等意识，未必有能力和勇气争取

平等。教师要善于构建平等的平台，将机会、权利、
义务和责任平等地给予每一个学生，再创设民主和

谐的协商氛围，授之以勇气、教之以技巧。如交往技

能的培育，交往双方是平等的，在交往中品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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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等中学会交往。多举办一些合作性活动，让学

生学会分享、分担和责任担当。平等是交往交流的

原则，平等交往中学会尊重———自尊和尊人，自尊

是真诚地为他人或集体做事，然后，得到他人或集

体所肯定时产生的“至少自己对这个人或这个集体

是有用的心理体验”。这种心理体验才是自尊的本

质。教师平易近人，主动把自己放到平等的位子上，

但不是屈尊走下平等的平台———“低调”地与学生

平等，而是鼓励学生走上平台主动与教师平等。其

中“屈尊”暗含的同情、怜悯反倒伤害其自尊，“低

调”往下、走下平台负强化了学生的胆怯。最好使用

“任务驱动法”，设计与教师合作的项目，教师以合

作者的身份出现，共同寻求问题的答案，让学生感

觉自己“帮助老师解决了问题”，或该答案是自己发

现的，从中体验平等的美好。
3.批判能力的培育

批判意识到批判能力的生成也不是一朝一夕

之功。对于应试思维惯性影响的学生，养成批判意

识难能可贵，质疑权威、挑战老师、怀疑真理即怀疑

思维的培育是第一步。第二步，辩证思维，批判不是

彻底否定和消灭，而是批判地吸收和扬弃，否定之

否定才是科学的批评，引导学生走出非黑即白的

“卡通思维”，明白真假同在、善恶同行、美丑相伴才

是世界的真实存在。充分肯定他人的成绩、探索他

人的不足，分析他人成绩与不足的原因，找到给自

己带来的启迪，为自己立论奠定逻辑起点和依据。
第三步，批判的践行是关键，引导学生结合生活、学
习实践去主动寻找知识性或价值性问题，开展“头

脑风暴”“辩论会”“演讲”等活动，养成肯定他人观

点的能力和论证维护自己、否定他人观点的技巧。
4.探索能力的培育

培育包括探索习惯、思维和方法的培养。只有

呵护学生的好奇心，鼓励他们刨根问底，才能养成

探索习惯。好奇心是天才产生的前提，人人都有，可

惜被我们功利化教育理念和实践泯灭了。我们每个

人都是在用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这个神奇世界的

过程中慢慢成长的。当我们牙牙学语时就问东问

西，“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年轻幸福的父母会不

厌其烦地“问一答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

们更喜欢问使父母难堪的问题，渐渐地父母失去

了耐心，于是，好奇心在家庭教育中便损伤殆尽。在

学校，好奇心被师生嘲讽 为“天 真”，“天真就是弱

智”———不知不觉中我们丢失了好奇心。所以，老师

要开发学生的探索思维即创新思维。日常生活学习

里，启发他们学会沿着不同角度、方向审视同一个

事物，如逆向思维（相反方向思考）、发散思维（同时

沿着不同方向思考）、逆转思路 （不断转换思考方

向）、两面神思维（同时沿着截然相反的方向思考）

等，让学生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会激励其裂变思维

习惯。最后，教授探索问题的方法。在批判中发现问

题后，老师帮助他们按照学术范式：是什么、怎么

样、为什么、怎么办的程序，大胆设计方案、程序—
分解任务—搜集资料，调查实验，证实或证伪—去

一步一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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