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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学政治课程发展阶段划分的基本依据有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事实、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重大调整，

以及中学政治课程改革主题的变迁等三个方面。据此，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学政治课程发展阶段划分为 1977 年

至 1986 年课程的恢复重建、1986 年至 1996 年课程的改革发展、1996 年至今课程科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并进一

步探索课程发展的主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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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急剧的社会转型导致了中学政

治课程的变革。回顾与探讨三十年中学政治课程发展历

程与阶段划分，不仅有助于把握中学政治课程三十年改

革的脉络，而且有助于对理性地审视社会转型期中学政

治课程的发展路向。 

一、中学政治课程三十年发展阶段划分的基

本依据 
进一步研究中学政治课程发展阶段必须把握科学的

划分标准。 

（一）以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事实为基本分期

依据 

历史的起点同时也是逻辑的起点。因此，对中学政

治课程发展阶段的认识，应坚持课程发展历史优先的原

则，把握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事实。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成功开辟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同时也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形成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

点。[1]期间，1978 年至 1984 年，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进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基本

思想，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5 年至 1992

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1993 年到党的十七

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这些阶段性的

历史事实与理论成果必然要反映到中学政治课程之中，

也是我们课程阶段划分必须尊重的历史事实。 

（二）以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重大调整为重要分期

依据 

30 年来，中国经历着一场空前未有的巨大变革，这

场变革对中学政治课程的影响是深刻的。正如杜威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巨大变革的认识：“认为这个革命

对于教育只有形式上的和表面上的影响，那是难以想象

的。”[2]党的教育方针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党领导教育工

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指导着我国教育工作的总方向。改

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教育方针仍然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

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党的

十三届七中全提出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适应新形

势需要，党的十六大对党的教育方针又有了新的发展，

提出了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

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

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政治课的发展过程是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实践过程，因而在中学政治课程的

分期研究中，我们必须把握党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教育

的指导方针。 

（三）以中学政治课程改革主题的变迁作为主要分

期依据 

研究课程发展阶段要关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

展的主题对课程发展的要求，又要注意到课程自身发展

的相对独立性。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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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面临不同的矛盾、困难与任务，必然会有不同的

主题，这些主题也必然反映到中学政治课程改革与发展

之中。30 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时期的教学大纲

或课程标准成为不同阶段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反映了

不同时期课程变革的主题。比如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

学政治课程开始关注课程自身的建设，将课程的育人功

能提到重要的地位。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在课程的理念与

追求、课程的三维目标、课程内容的选择、编制以及课

程评价等方面较好地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课程理

念，增强了对实践性、生活化教育途径的探索。 

二、中学政治课程三十年发展的阶段划分 
依据中学政治课程发展阶段划分的基本原则，我们

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学政治课程发展阶段的分界标志

是：1977 年的拨乱反正与正本清源、1986 年《中学思想

政治课改革实验教学大纲（初稿）》的颁布与 1996 年高

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的颁布。据此，我们将改革开放以

来的中学政治课程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恢复重建阶段（1978 年至 1986 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国拨乱反正形势的需

要，中学政治课程开始了恢复与重建。1979 年 4 月 22

日至 5 月 7 日，教育部根据中共中央 58 号文件批转中共

中央宣传部等 8 个单位向提交《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

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中小学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专题讨论了“政治课”

工作，9 月印发了《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纪

要》，提出要下大力气编出一套政治课教材。依据 1980

年 9 月《关于印发改进和加强中学政治课的意见的通知》

明确设置“政治课”的意义及在学校课程中的地位，并

重申了课程的性质、任务及课程设置方案。于 1982 年制

订了初级中学《青少年修养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社

会发展简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和高级中学《政治经

济学常识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辩证唯物主义常识教

学大纲（试行草案）》，中学政治开设了《青少年修养》

《社会发展简史》和《政治经济学常识》《辩证唯物主义

常识》四门课。[3]课程设置的恢复与重建中，与当时思

想领域“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相适应，课程比较注重

“完整地、准确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原理。

尽管存在“左”的痕迹和过分强调理论性、系统性的倾

向等问题，但毕竟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为重建新时

期的政治课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改革发展阶段（1986 年至 1996 年） 

进入 80 年代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适

应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政治的巨大变化，1985 年 8 月，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

教学的通知》，1985 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落实中学思

想政治课改革实验的通知》决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

部分地方首先进行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的实验，并于

1986 年制订了《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实验大纲（初稿）》。

据此，中学政治课程设置调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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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常

识》《政治常识》。为落实 1987 年《关于进一步扩大中学

思想政治课改革实验的通知》，1988 年后分别出台了初

级中学和高级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教学大纲》，课程名

称调整为《公民》《社会发展简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常识》《科学人生观》《经济常识》《政治常识》。1993 年

《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

（试用稿）》和《全日制高级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试

用稿）》规定，各年级统称“思想政治”课。这一阶段课

程在课程行政管理体制上开始打破“集权制”的绝对支

配地位，确立了“一纲多本”的课程改革方略；按初中

和高中阶段分别规定教学目标和要求，比较严密地规范

了各年级教学内容的范围、序列和结构体系；课程内容

增加了邓小平理论内容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识，重视

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教育，“个性发

展”，“活动课程”等内容在课程计划中也有重要地位。

调整后的课程问题主要是未充分考虑中学生学习的特殊

性，课程内容仍然存在受制于大学政治理论体系的倾向，

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等。 

（三）以人为本科学发展阶段（1996 年至今）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以及信息化推动了教育领域改

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素质教

育、主体教育等思潮，直接推动了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

构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课程体系成为课程紧迫而艰巨

的系统工程。1996 年 6 月，国家教委颁布了《全日制普

通高级中学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课程标准规

定了高中阶段的总体目标，并将课程内容调整为《经济

常识》《哲学常识》《政治常识》。与以往的教学大纲比较，

课程标准明确了对教学目标和程度的具体要求，不仅规

范教学内容注重表达什么，而且对应达到的“识记”、“理

解”、“运用”层次基本标准进行了规范。1997 年 3 月国

家教委又颁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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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中

小学德育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

管理和考核评价方面都贯通起来，成为一个整体。2000

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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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加强和改革中小学德育课程建设。2001 年 2 月，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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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标志着我国新世

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启动。2003 年 5 月，教育部颁

发《全日制义务教育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实验稿）》，

初中课程名称改为《思想品德》，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均

体现了学生为本的课程理念。2004 年 3 月教育部颁发了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稿）》，把教学内容

分为必修和选修两部分，规定了课程设置结构由固定化

向模块化、选择性发展，凸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开始关注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以适应社会与个人发展

的需要。表现在德育课程内容的生活化、实施的活动化

与评价的多元化，有利于改变中学课程实效性低下的现

状。这标志着中学政治课程进入了新世纪课程的科学发

展时期。 

三、中学政治课程三十年发展的主要经验 
课程发展是一个连续体，很难用某一标准去分割，

提出三个发展阶段，是对中学政治课程历史进程的一种

抽象。当我们分析课程发展的启发时，就应该从整体上

加以把握。 

（一）尊重学生身心发展实际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学生的身心特点发生了一定的

变化，提高政治课程的有效性与实效性，就必须尊重学

生身心发展实际。如《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

纪要》要求从中小学生的实际出发，切实改进教育方法。

《关于印发改进和加强中学政治课的意见的通知》指出

中学正值身心发育的重要阶段，必须以亲切严肃的态度

教好生理卫生课，防止早恋现象和其它失误。《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种教育

内容的深浅和侧重点，要针对不同年龄及学习阶段的理

解和接受能力有所不同，逐步提高。1985 年 8 月，在《中

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

知》要求紧密联系青少年不同时期的思想、知识、心理

发展的特点，改变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尽量实行启发式

的教学方法。新世纪颁布的《课程标准》强调教师要根

据自身特点和不同学生情况选择适当教学方法，教出实

效、教出自己的教学特色等。实践证明，中学政治课程

在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中学政治课程的建设是在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中实现

的。三十年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以及文

化结构的转型，社会问题的产生与变化要求课程在坚持

意识形态教育的同时增强为社会发展的服务功能，因而

中学政治课程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比如《关于印发

改进和加强中学政治课的意见的通知》强调中学政治课

教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联

系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总任务和当前形势。《关于改革学

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也指出，改革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课的教学，关键是坚决贯彻执行理

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在教学中必须贯彻“三个面向”。《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

见》提出，要增强适应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和迫切需要的素质教育

等。实践证明，中学政治课程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中，

发挥了政治课程服务于社会发展特有的价值与功能。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学政治课程内容编制进

行了必要的适时调整，但是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

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知

识和核心价值观在课程建设中的主导地位，进而保证了

课程的性质与方向，也保证了课程科学性与先进性。比

如，1980 年明确中学政治课是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基础知识教育的课程。1986 年《中学思想政治

课改革实验大纲》指出，中学思想政治课是在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进行思想品德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教育的重要

课程。1993 年初中、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都强调是

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常识和社会主义政治、思

想、道德教育的课程。1996 年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强

调是系统进行公民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的必修课

程。2003 年《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强调课程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2004 年《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

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教

育，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常

识为基本内容等。 

（四）坚持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 

改革开放以来，中学政治课程的发展基本上是走在

政策性引领的道路上。可以说，中学政治课程发展的没

有摆脱“我注六经”的政策化模式，体现出一定的本土

化的特色。比如 1979 年，中共中央 58 号文件批转中共

中央宣传部等 8 个单位提交《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

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教育部在《全国中小学思想

政治工作座谈会纪要》以及《关于印发改进和加强中学

政治课的意见的通知》中提出要加强党委对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的领导，并要求学校要由党支部书记或校长主

管政治课教研组，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重视发挥政治教

师队伍的作用。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

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进一步确定中学政治课

的地位、性质，并对课程如何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指



 
 
 
142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9 

出各级学校行政领导和党组织都要把思想理论课教学改

革作为整个学校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领导和

管理。1994 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

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 2000 年中办国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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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对新时期思想政治课建设提出新的目标要求，强调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中小学德育工作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

战略任务，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及时

研究解决中小学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等。这些

都表明，我国中学政治课程的改革与发展关键在于坚持

党的领导。 

30 年来，中学政治课程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

然面临着许多深层次问题。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

承经验，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实效的本土化课程，将是

我们今后研究中学政治课程发展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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