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地方实践 推动一体发展 —— 浙江省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
体化建设研训活动在台州举行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的重要论述精神，2024年3

月18日至19日，浙江省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研训活动在台州学院附属学

校举行。研训活动由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主办，台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台州市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研究中心、台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新疆第一师阿拉尔市教育局联合

承办，台州市椒江区教育教学发展中心、台州学院附属学校、塔里木高级中学协办。浙

江省350余名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和教研员在台州学院附属学校，新疆阿拉尔市260余

名教师在塔里木高级中学会场集中参加研训，15000名思政教育同仁收看了本次活动的

线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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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学院校长、党委副书记乐传永，台州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阮聪颖，浙江省教

育厅教研室副主任滕春友，新疆第一师阿拉尔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凤树峰等领导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省教研室课程部主任、初中道德与法治教研员李荆主持。

本次研训活动以“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地方创新实践”为主题，通过专家主旨报

告、课堂教学展示与研讨等形式，针对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本次活动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志丹教授、省教研室初中道德与

法治教研员李荆老师、台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天华教授，围绕大中小学思想政治

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地方创新实践作了分享。专家报告环节由省教研室高中思政教研员王国

芳主持。

张志丹教授作了题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形势与对策》的报

告。张教授从党的方针政策、领导人重要论述和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高度，

分析了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形势，总结了进入新时代特别是近五年来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分析了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在此

基础上从育人共同体的政治站位、课程共同体的支撑作用、资源共同体的整合

作用、制度共同体的保障作用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的对策，强调了通过“合作”发挥“合力”的重要性。

专家主旨报告
一



李荆老师作了题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浙江探索》的报告。报

告分三个阶段回顾了浙江省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发展历程，梳理了浙江在推进

一体化建设中的特色与亮点，从基础教育教研的视角，从认识问题、方式问

题、队伍建设问题、品牌提升问题等方面，对浙江在推进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目标与方向，一体化建设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的研究，一体化研究、实践

实效的提升，教师一体化教学能力的提升等方面，对推进浙江省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建设提出了改进建议。

张天华教授作了题为《大中小学思政课的教学评价和课程目标一体化》的

报告。张教授首先梳理和解读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理论依据和内涵，接

着就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评价一体化和和课程目标一体化两个方面展开了深入

分析。张教授提出，要把握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评价中内容与形式、定量与

定性、主观与客观、精准与模糊等多对关系的辩证统一，同时要进一步构建各

学段一体化的目标体系，做好一体化目标的内容衔接。最后，她分享了台州市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创新实践，不断强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一个中心作用，走深走实区域内外两个联盟共同体建设，重点强化课程教学、

道德教育、考核评价三个体系构建，推进一体化教研平台、课堂平台、实践平

台和一体化研修平台等四个平台正常运转。

台州市椒江区实验小学沈丹青、台州学院附属学校叶玺涵、浙江省义乌中学宗艺煊、

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建庆等四位老师，围绕法治主题进行了课堂教学展示。课

堂教学展示环节由省教研室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邬冬星主持。

沈丹青老师执教“我们受特殊保护”一课。沈老师针对教学对象心理、生理都不够

成熟，社会经验不足，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有限的实际，通过设置“我当小法官”

“微项目探究”“深度观察”“学以致用”等环节，以任务驱动学生学习活动的开展，让学

生能够认识和判断哪些是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现象和行为，提高辨别是非、美丑

的能力，让学生明白为什么受法律特殊保护，法律怎样保护学生健康成长。

课堂教学展示
二



宗艺煊老师执教“全民守法”一课，以“守法，让生活更美好”为议题，从“你在生

活中都遇到过哪些不守法的现象”课堂小调查开始，通过明确全民守法的内涵、推进

全民守法的举措、体悟全民守法的真谛三个环节，开展课内课外丰富的活动。带领

学生学习全民守法的内涵、意义、要求和推进全民守法的措施，在思政小课堂与社

会大课堂的结合中，让学生的法治意识得到提升。

叶玺涵老师执教“防治噪声污染 捍卫法治精神”一课。叶老师结合现实，设置驱

动性问题——午休期间学校周围是否应该停止施工？以模拟听证会的形式，让学生

从生活出发，站在不同立场，充分运用法律知识去分析、解决问题，最后让学生分

享参加本次模拟听证会的收获。通过结合现实、学生深度参与的环节设计，让学生

进一步提升法治意识，在孩子们的心中播撒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种子。



张建庆老师执教“建设法治社会”一课。张老师通过设计“法治”是走向“自由人的

联合体”的必由之路、维系社会健康有序运行的核心价值观、如何实现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三个环节，每个环节下设置相应的学习任务，通过对国家、社会、公民的关

系，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关系的思辨，引导学生深层思考何为法治、为何

法治，法治社会是什么、法治社会怎么建等问题。整堂课逻辑严谨，层层推进，充

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展现了大学阶段思政课教学的思想深度、思辨

力度和学术厚度。

课堂教学点评
三



台州市教研院中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章绍麟、台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正高级教师

曾夏凤、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学思政教研员王明泉、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卓高生、省教研室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邬冬星等五位老师，对四节课进行了点

评。点评环节由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胡天生主持。

首先是分学段点评。章绍麟老师从精准定位目标、精心设计活动、精确反馈评价四个

方面，分析了沈丹青老师一课的优点。曾夏凤老师从目标导向，教学评一体化真实发生、

以生为本，体验式学习教学的真正的发生、内外联结，育人效果真正发生三个方面肯定了

叶玺涵老师的课。王明泉老师从站在高中生的角度来进行教学设计、充分彰显高中思政学

科教学特点、以情境创设复杂性提升学习挑战性等方面，肯定了宗艺煊老师的教学探索。

卓高生院长从思想性、理论性、思辨性等角度，肯定了张建庆老师的课蕴含的大学味，展

示出了与小学、初中、高中三堂课的明显不同。课无完课，点评专家也提出了相应的优化

改进建议。

邬冬星老师从一体化的视角对四节课进行了综合点评。她认为，小学、初中、高中、

大学的四堂课围绕法治教育这一主题，精心设计，各自展开、各显精彩，不断深化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行动，在法治教育目标的设计上体现了层次递进；从小学到大学，从

自我到与他人、与社会、与国家的种种关系，不断拓展，在法治教育内容的处理上体现了

螺旋上升；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灵活选用案例式、体验式、项目式、议题式等多种方

法，在法治教育方式的选用上体现了能力进阶。



最后，省教研室高中思政教研员王国芳老师用“一、二、三、四、五”五个数字对本次

研训活动进行了总结。即围绕一个主题——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地方创

新实践；分设两个会场——台州学院附属学校会场和新疆阿拉尔市会场；三位专家主旨

报告；四个学段的课堂教学展示；五位专家的课堂教学点评。在此基础上，王老师抓住

“地方”“创新”“实践”三个关键词，强调了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需要聚

焦地方，结合实际，打造特色，培养光荣感；需要强调创新，勇于改变，提升亮度，葆有

崇高感；需要勇于实践，日积月累，夯实底气，拥有伟大感。

活动总结
四



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是加强思政学科建设的题中之议，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

的内在要求，需要全体思政教育工作者仰望星空拥抱理想，脚踏实地付诸行动，不断创新

地方实践，共铸思政教育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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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让浙江教育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