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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题教学培育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思考

周月红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桂林　 ５４１０００）

【摘　 要】 主题教学特征鲜明， 具有整体性强、 灵活度高两个基本特征。 主题教学与培

育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有着内在的联系。 教师应以培育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 通过教学设

计奠定主题教学的基础， 通过主题教学的实施真正落实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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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离不开学校的课

堂教学。 主题教学以其整合性与灵活性的优

势成为转变课程教学方式的重要议题。 本研

究探讨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主题教学的概念

内涵、 理论特征、 主题教学与核心素养的关

系及实施路径， 以促进主题教学理论的研究

和实践应用的发展。
一、 主题教学的概念与特征

１ 主题教学的概念

主题教学最早产生于西方教育教学中教

师对传统的知识教学和技能传授的教学突破。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 教

育教学开始向注重学生的兴趣爱好、 创新精

神培养、 课程整合方向转变， 主题教学应运

而生。 主题教学最早在美国产生， １９５５ 年哈

纳 （Ｌ Ａ Ｈａｎｎａ） 首次对主题教学进行概念

界定， 认为主题教学是聚焦对某一具有社会

意义课题的理解而展开的有目的的学习体验，

其中这种课题被视为一个横断各学科且基于

儿童个体社会需求的意义整体［１］。 也有研究

者认为， 主题教学是学生借助各类讨论策略、
活动和与主题有关的各种资源， 围绕某一主

题， 使认知发生迁移， 有效提高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精神， 培育发

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学方式［２］。
综上所述， 主题教学是指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目的， 在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中， 教师

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指导思想， 挖掘学科

教材体系， 立足教材又不完全依赖教材， 促

进学生生命成长和价值确认的教学， 具有整

体性和灵活性。 这里的主题与学生的生活经

历、 人生观、 价值观、 关键能力和发展特征密

切相关。 主题教学的主体不是教师， 而是学

生， 体现学生生活的完整性和学习的完整性。
２ 主题教学的特征

主题教学具有整体性强、 灵活度高两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