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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大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课程标准必须在落实

党和国家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求的过程中，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党和国家高

度关注的重要问题，予以回应和体现。因此，新修订的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强调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发挥道德与法治课程在立德树人方面的关键作用。

基于这一原则，新标准展现出以下新特点。 

1.落实了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的理念、思路和要求 

新标准整合 2011 年版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三个课程标准，

并按照学段要求进行一体化设计。课程内容选取更加突出政治性和时代性，着力确立学生

学会做人、做事的道德与法治基础，增加反映文化传承创新、最新社会发展要求、国内外

重大时政事件，以及与学生生活密切结合的各类内容。 

课程设计以学生不断扩大的生活范围作为暗线，突出道德与法治的基本内容; 以主题

组织课程内容，其中包括国情教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传统

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入学教育等主题。除强化中华传统美德、革命传统和法治教

育外，还有机地融入了国家安全、劳动教育以及信息素养、金融素养教育等相关内容。 

另外，新标准也统筹课程性质、课程理念、核心素养、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业质

量、课程实施等各部分内容，使课程标准既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又体现出不同学段的

特殊性和适切性。 

2.凝练了五个方面的核心素养 

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这五个方面的核心素养既突出

了道德与法治课程在培养时代新人方面的独特贡献，符合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发展特征，又

与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核心素养保持衔接与一体化，同时为道德与法治课程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找到了可以落地即与学习内容直接关联的目标，从而能够围

绕核心素养重组课程内容。 

同时，我们还研制了基于核心素养的学业质量标准，有利于改进教学方式，突出活动



 

和议题式教学，开展综合性评价，注重过程评价。可以预期，围绕培育核心素养的教学，

能够提升道德与法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实现了课程目标的综合性表述与分学段阐述的有机统一 

新标准在描述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目标时采用了一些具有统摄性的大概念。这些目标

是核心素养在课程中的转化和落实，是对学生学习本课程之后应达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

品格和关键能力的综合性表述，整合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

度，是对 2011 年版课程标准三维目标的传承与超越。这样，课程目标侧重在学生发展上，

落实到具体的问题解决和实践过程中，不再是相互割裂的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 

与此同时，修订后的课程标准按照四个学段，即“二二二三制”( 1—2 年级、3—4 

年级、5—6 年级、7—9 年级) ，根据每个学段学生的年龄特征，分别阐述了课程的学段

目标，使学段目标之间体现出较好的连续性和进阶性。这是课程标准研制的一大突破，尤

其是对道德与法治这门政治性比较强的课程，能够分段进行系统全面的量的刻画，可以说

是政治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创新。 

4.强调内容的综合性和生活实践性 

新标准在课程内容组织、教学实施、考试与评价等方面强调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综合性

特征，强化本课程与实际社会和生活的关联性、实践性。为此，我们设计了基于素养培育

的教学方式与方法，强化学科实践，推进综合性的主题学习。新研制的学业质量标准，也

是以核心素养及其学段表现水平为主要维度，结合课程内容，注重学生的日常品行表现，

对学生学业成就具体表现进行整体刻画，实现了核心素养与课程内容的融合。 

教学建议坚持素养导向，强化学科实践，推进综合性学习，关注因材施教， 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的思政课教学“八个相统一”的

要求，将课程内容与学生真实生活相融合、生活逻辑与学科逻辑相融合，强化实践性，引

导学生自主、合作和探究学习，在实践的体验感悟中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我们还强调将大

主题蕴含在真实情境与任务中，考查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完成真实任务时整体地综合运

用知识、体现能力与情感态度的水平，注重知行合一。 

总之，道德与法治是一个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的学科，社会越是发展，这门课程越是

要不断地丰富和变化。因此，课程标准的颁布不是一次完美的结束，而是新变化的一个起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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