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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思政政治（品德）课程基本理论 

第一节  思想政治（品德）课程的历史沿革 

一、思想政治（品德）课程的产生 

早在尧舜时代，就有专门进行品德教育的学官—— 司徒，主持“五教”①。

西周时期，学校德育开始实施比较完备的“礼教”，以“六艺”②为基本课程。而

孔孟道德教育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最高境界，倡导“三

纲五常”，学校的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基本上都是儒家的纲常伦理。 

到了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家突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教育目标，奉行如下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

其国。欲先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先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先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① 五教：以父为义，以母为慈，以兄为友，以悌为恭，以子为孝。出自《尚

书·舜典》。 

②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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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

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① 

清朝末期，科举制度被废除，从此开始了思想政治（品德）课程的现

代教育。 

二、思想政治（品德）课程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思想政治（品德）课程

教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品德）课程的教学，已有近百年

的历史。我们将思想政治（品德）课程的发展时期分为三个阶段。 

（一）思想政治（品德）课程的萌芽与准备时期（1919—1949 年） 

1919—1949 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品德）课

程有如下特点。 

1. 课程形式更多带有渗透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政治（品德）教育没有固定的授课形式，形

式多种多样，带有渗透性。 

                                                             

① 摘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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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目标和任务带有“政治化”倾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政治（品德）教育重政治教育，轻世界观、

人生观和道德品质教育，“以人为本”的课程理念体现较少。 

3. 课程内容与教材的选择带有较多的主观随意性 

这一时期只是思想政治（品德）课程的萌芽与准备时期。这种萌芽与

准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思想政治（品德）课程的创立和发展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思想政治（品德）课程的创立与发展时期（1949—198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老解放区教育的基础上，学习苏联，我

们创建了新中国的思想政治课，围绕政治运动搞思想政治教育。 

1950 年 8 月，教育部颁布《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规定：“除各科

均应贯彻政治思想教育外，初中各学年仍设政治科目，以期增加现阶段中

学思想政治教育。” 

1951 年 3 月第一次全国中学教育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学政治常识课

程标准（草案）》，规定政治课在初三和高三年级设立。此后，教育部又先

后发布了若干文件，对中学政治课的内容、教学时数等进行了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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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4 月政务院发出《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指出“政

治思想教育的任务，是树立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论世界观

的基础和共产主义的道德。”此后，中学政治课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由以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为主，转变为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和政策为主。 

1956 年 8 月，教育部发出暂停中学政治课的电报通知，中学政治课除

保留高三每周一课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外，其他年级政治课均停开。

这完全是以苏联为蓝本的机械搬用。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中，提出了教育方针，并指出“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随后，重开政

治课。但因 1957 年 6 月全国范围内“反右派斗争”的开展，政治课内容也改

为进行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1959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正式颁布的《中等学校政

治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出版，1963—1964 年，按照 1963 年课程设置

方案《社会发展简史》《做革命接班人》等教材出版。 

1966 年—1976 年，是“文革”十年，各地中学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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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966 年至 1968 年完全停课。1968 年复课后的政治课，以《毛主席

语录》、毛主席著作和所谓“革命大批判”的文章、社论作为教材。有些地方

曾编写过《社会发展史》等课本，但也难以正常进行教学。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工作大规模展开，政治课也开始重建。1981 年

9 月，教育部发出《改进和加强中学政治课的意见》，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政治课的实质不稳定、变动大，对教学不利的状况，为了使政治

课保持相对的稳定，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提出了课程设置

方案。从初一到高二分别是“青少年修养”“政治常识”（1981 年起草教学大纲

时改为“法律常识”）“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自

此，政治课开始走向规范化。 

（三）思想政治（品德）课程的改革时期（1981 年至今） 

从 1981 年至今，思想政治课处于适应国内发展变化不断调整改革的时

期。就中等学校 20 年来思想政治课改革的历程和成果来看，较大的调整有

三次。 

第一次是思想政治课的改革试验。自 1981 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改革

学校政治课的任务起，通过广泛调查、汇总方案、比较研究，于 1985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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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确定了改革实验学校思想政治课的设置方案，并于 1986 年 3 月由国家教

委印发了《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试验教学大纲》（初稿）。其中规定，“中学

思想政治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和社会科学基础知

识教育的重要课程。”1988 年 3 月对试验大纲进行了修订，并规定中学思想

政治课改革试验的课程设置方案从初一到高三分别是：“公民”“社会发展简史”“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常识”“共产主义人生观”（后改为“科学人生观”）“经济常识”“政治常

识”。1988 年 12 月后又对教学大纲及教材进行了审查修改。 

第二次是在 1994 年。1994 年 8 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新时期思想政治课要重点进行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的任务。原国家教委于 1996 年 6 月印发了《全日制普

通高级中学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1997 年 4 月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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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课程标准

将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作为一个教学阶段，

高中思想政治课作为另一个教学阶段，统筹安排教学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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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课程标准》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构建教学体系，以中国的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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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制度及其发展建设规律为主，调整了教学内容。通过明确教学内容应达

到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而且也提供了以评

价教师教学效果为中心内容的评估项目和结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考核来评

估教师教学的标准。根据这一《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在全国范围内使用。 

第三次是在 2001 年正式启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使思想政治学科的

课程与教学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为了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1999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发出了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动员令。2000 年 1 月在北京师大、华东师大等八

所师范大学先后成立了“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开始了对课程的开发与研

究。2000 年 12 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适应新形势，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思想政治课改革的方向。

2001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正式启动。首先开始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改革。2003 年 4 月，

教育部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高中阶段的课程改革随之开始。与之相

适应，2003 年颁布了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实验稿）》，

2004 年颁布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思想政治学科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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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教学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本轮改革中，初中思想品德课以初中

学生逐步扩展的生活作为课程建构的基础，以帮助学生学习做负责任的公

民、过积极健康的生活作为课程的追求，以坚持正确价值观念的引导与启

发学生独立思考、积极实践相统一作为课程遵循的基本原则，从初中学生

的认知水平和生活实际出发，围绕成长中的自我，自我与他人，自我与集

体、国家和社会等关系，整合道德、心理健康、法律和国情教育等内容。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基本理念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

特征相统一；加强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导与注重学生成长的特点相结合；构

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

和开放性；建立促进发展的课程评价机制。课程采取模块式的组织形态，

分为必修和选修两部分。必修课程设置四个模块，其中围绕经济生活、政

治生活、文化生活的主题设置三个模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为主要内

容，设置生活与哲学模块。选修课程是必修课程教学的延伸和扩展，设置

六个模块，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经济学常识、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

科学思维常识、生活中的法律常识、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思想政治学科

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材编写、教学理念、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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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教学评价等各方面都有了重大变革。这一改革目前仍在积极推进与深化

之中。 

第二节  思想政治（品德）课程的性质、功能和任务 

一、思想政治（品德）课程的性质 

（一）关于思想政治（品德）课程性质的不同观点与判断依据 

关于思想政治（品德）课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有不

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德育论”（认为它是德育课），

一种是“智育论”（认为它是智育课），一种是“知识论”（认为它是知识文化课）。

应该说，这三种观点都有正确的一面，但又都有不够全面之处，因为它们

都仅从课程的某一属性来给思想政治（品德）课定性。坚持“德育论”或“智

育论”的人，是从人的素质结构和课程的社会作用来给它定性，它起到德育作

用，就说它是德育课；它起到智育作用，就说它是智育课。而坚持“知识论”

的人，则是从课程学科知识内容的特点来给它定性，因为本课程的知识内容

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常识（间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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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思想政治（品德）课程性质的界定与把握 

思想政治（品德）课程是一门以社会主义德育为主要目标（目的）的

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常识课。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课程目标来看，思想政治（品德）课基本上是德育课。 

从知识内容来看，思想政治（品德）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综合

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常识课。 

从活动方式来看，思想政治（品德）课既是一种学科课程，又是一种

活动课程。 

从表现形式来看，思想政治（品德）课是一种具有完整形态的显性课程。 

（三）思想政治（品德）课程是一门特殊的德育课程 

思想政治（品德）课是一种专门形式的德育，即显性的德育（直接学

科德育），是一种理论形态的德育，主要是一种课堂德育，是以“认知”为开

端和终结的德育，是一种“大德育”。思想政治（品德）课是以德育为主要目

标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常识课，因而是一种特殊的德育课。其德育性质通

过以下方面体现出来。 

1. 历史论德育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