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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核心素养培育
———基于《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解读

李 晓 东,柯 楠 茜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坚持核心素养导向,对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提出了

具体而明确的要求,有助于深入理解道德与法治课程的育人价值,为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核心素养培育提供了

根据,指明了方向。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为背景,审视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对培育核心素

养的要求,可以深化对核心素养的认识,进而推动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的实施。《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

标准(2022年版)》对核心素养的内涵、主要表现和育人价值进行了详细说明,形成了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义

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课程整体框架。道德与法治课程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核心素养导向,推动课程标准的实施,注重学生的学业质量,探寻核心素养培育的有效路径,不断提升学

生核心素养,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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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核心素养培育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

价值取向。2022年4月,教育部发布了《义务

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现

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

标志着将核心素养培育的要求贯彻到义务教

育阶段,形成小学、初中、高中的一致性要求。

其中《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

版)》,坚持核心素养导向,对培育学生的核心

素养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深刻理解道

德与法治课程对于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新要

求,是理解和实施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的关

键。因此,本文拟从整体把握、要素分析两个

角度对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核心素养要求进行

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

途径,以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课程标

准的落实,不断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真正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整体把握:道德与法治课程对核心

素养认识的深化

  从核心素养研究与发展历程来看,《义务

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核心

素养的要求和具体描述,与之前的中国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等相关研究内容是

一脉相承的。因此,要从整体上理解道德与法

治课程对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新要求,首先必

须了解相关研究的进展情况。核心素养是近

年来在国际上受到普遍关注的热点。我国对

核心素养的关注,始于2013年。当年,由北京

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近百名研究人员组成

联合课题组,开始了历时三年的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的相关研究。2016年9月,“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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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正式发布,成为我国关

于核心素养研究的首个重要成果,为其后核心

素养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根据和基础。

2018年1月,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

标准发布,正式提出了对学科核心素养的新要

求,使核心素养培育从抽象理念变成了可以落

实于教育教学的实践指导。2020年1月,中等

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发布,将核心素养

培育理念和实践拓展到中等职业教育阶段。

2020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的《中国高考评价

体系》提出了“一核四层四翼”的评价要求。其

中“四层”之一就是指“学科素养”(这里的学科

素养与前述几个标准所讲的核心素养有一定

差异,需要明确区分)。2022年4月,《义务教

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发布,将
核心素养培育理念与实践要求贯彻到了义务

教育阶段,充分体现了核心素养培育的一致性

要求。要理解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课程

对核心素养认识的深化,就需要将该课程与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

校的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培育要求联系起

来,从而理解《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2022年版)》对核心素养认识的深化、对核心

素养培育的推动。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

版)》对核心素养的具体表述,体现了对核心素

养研究的深化。关于什么是核心素养,目前国

内最早的权威界定是林崇德教授及其研究团

队在《21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修订

版)》中提出的,即 “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相

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

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1]26。2018年1月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中

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将核心素养

进一步与学科育人价值关联,对学科核心素养

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界定,即“学科核心素养是

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

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

键能力”[2]4。关于核心素养基本内涵的这一表

述在普通高中各门课程标准中都得到一致的

体现,主要强调核心素养的培育对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的作用。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语文

和历史课程标准沿用了这一界定。之后,普通

高中课程标准根据党和国家重大指导思想的

新变化进行了一次修订。在修订的基础上,教
育部于2020年5月发布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

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将这一表述

中的“正确价值观念”改为“正确价值观”[3]4。从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相关研究所关注的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到普通高中课程标准

所强调 的“正 确 价 值 观、必 备 品 格 和 关 键 能

力”,体现出核心素养的内涵更加丰富、结构更

加完整。

2022年4月,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课程

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综合运用上述

有关核心素养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对核心

素养认识的深化,明确提出了对核心素养的最

新理解。在义务教育阶段16门课程标准中,有
关核心素养内涵的表述体现出差异化。其中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英语、俄语、日语、物理、

地理、信息科技、艺术等课程将核心素养表述

为:“核心素养是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
学生通过课程学习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
备品格和关键能力。”[4]5这一表述基本沿用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对学科核心素养的界定,将
“学科”调整为“课程”,体现了义务教育阶段课

程与高中阶段的学科化特征的区别。义务教

育化学课程标准采用了基本类似的表述,但在

“育人价值”方面沿用了高中阶段的相关表述,

仍然使用了“学科育人价值”,而不是“课程育

人价值”。义务教育语文、历史两门课程的相

关表述同道德与法治课程相一致,但在顺序上

将“课程育人价值”置于后面,而将“正确价值

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置于前面。科学、生
物学、劳动等课程在相关表述中将所属学科置

于课程之前,特别是劳动课程还强调了“学习

和劳动实践”。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相关表述突

出了“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但
没有强调“是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数

学课程没有关于核心素养内涵的表述,而是直

接以“核心素养构成”和“核心素养表现”分别

说明学生完成数学课程的学习之后应该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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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素养表现特征。从以上各门课程有关

核心素养的差异化表述可以看出,《义务教育

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在坚持核心

素养导向的同时,给予各门课程体现学科特性

的更多空间,进而更好地体现了核心素养在各

门课程中的差异和侧重点。从高中课程标准

中“学科核心素养”的一致性表述,到义务教育

课程标准中“核心素养”的差异化表述,体现了

义务教育课程对核心素养认识的深化以及以

核心素养为导向的差异化课程要求,使我们对

核心素养的认识更为准确和全面。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

版)》对核心素养的表述在体现课程性质方面

有显著表现。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普

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有关核心素养的界

定相比较,《义 务 教 育 道 德 与 法 治 课 程 标 准

(2022年版)》对核心素养的界定延续了“育人

价值的表现”和“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等核心内容,体现了大中小学思政课建

设一体化,强调了核心素养培育的一致性和连

贯性,同时更加突出了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综合

性。应该说,普通高中的思想政治课涵盖多学

科内容,因而也具有综合学科的属性。但从高

中课程体系而言,使用“学科”区分各门课程之

间的内容差别还是比较明确的。而道德与法

治课程在综合性上表现更为突出,更具有“跨
学科”的属性,用“课程”比用“学科”更为准确。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

其中有4处使用了“学科”,分别是“学科逻辑”
“学科知识”(2处)和“学科教育专家”,而使用

“道德与法治课程”则多达24处。由此,我们可

以看出,《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
年版)》所强调的核心素养,是指学生通过道德

与法治课程的学习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
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二、要素分析:道德与法治课程对核心

素养培育的要求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

版)》,在课程目标部分,按照“总述+分述”的
形式对道德与法治课程培育核心素养提出了

新要求,并分别对各要素进行了说明。《义务

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总
述”的形式,明确回答了三个基本问题:(1)什
么是核心素养;(2)道德与法治课程要培养的

核心素养包括哪些要素;(3)这些要素对学生

成长的价值何在。《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

标准(2022年版)》明确指出:“核心素养是课程

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课程学习逐

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道德与法治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主要包括

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
任意识。政治认同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必须具备的思想前提,道德修养是立身成人

之本,法治观念是行为的指引,健全人格是身

心健康的体现,责任意识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时代新人的内在要求。”[4]5

针对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

人格、责任意识这五个核心素养基本要素,《义
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从基

本内涵、主要表现和育人价值三个方面分别细

化了相应的要求。

在核心素养要素部分,《义务教育道德与

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采用“1+3”的方

式,对核 心 素 养 的 各 要 素 进 行 了 详 细 说 明。
“1”为要素名称,“3”则是指各要素的基本内涵、

主要表现和育人价值。道德与法治课程对核

心素养的具体要求主要体现在 “3”所涉及的各

部分内容中。要明确道德与法治课程对核心

素养培育的具体要求,就要了解核心素养各要

素的主要内容,深刻理解各要素的基本内涵、

主要表现和育人价值,以及确定各要素主要内

容的学理依据。

政治认同的基本内涵是指“具备热爱伟大

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以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的志向,能够自觉践行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4]5。政治认同这一要素的名称

与普通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要素“政治

认同”完全一致,相关表述更为凝练。2019年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

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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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5]300。《义务教育道德

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关于“政治认同”

内涵的相关表述,其依据来自习近平总书记的

这一讲话内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落实“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育人,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激

励人”[6]74的具体要求。政治认同的主要表现

包括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家国情怀三个方

面。其中“政治方向”强调:明确中国共产党的

核心领导地位,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价值取向”强调:践
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进

中华民族价值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家国情

怀”强调:对家庭有深厚的感情,热爱家乡,热
爱伟大祖国,热爱中华民族。政治认同的育人

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有助于他们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初步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成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4]6

道德修养的基本内涵是指“养成良好的道

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把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4]6。这一要素在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

学校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中并未出现,但其

核心内容在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课程

标准中均有所涉及,只是具体要求有所差异。

道德修养的主要表现包括个人品德、家庭美

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四个方面。这四个方

面的内容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义务教

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道德修

养加以细化,对道德修养基本内涵的表述源自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的相关内容,并根

据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特点进行了微调。“养
成诚实守信、团结友爱、热爱劳动等个人美德

和优良品行”以及“做家庭的好成员”“做社会

的好公民”“做未来社会的好建设者”是道德修

养的培养目标,为道德养成指明了方向。道德

修养的育人价值主要在于:“培育学生的道德

修养,有助于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增
强民族气节,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形成健

全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发展良好的道德行

为”[4]7。需要说明的是,“明大德、守公德、严私

德”最初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干部提出的要

求。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清华大学考察时

对广大青年也提出同样的要求和殷切的希望:
“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
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7]《义务教育道德

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道德修养及育

人价值的阐释,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最新要求。

法治观念的基本内涵是指“树立宪法法律

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义务相统一的

理念,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人们的共同追

求和自觉行为”[4]7。法治观念这一要素在普通

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中均被称为“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是当前加

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青少年

法治教育的要求。这一要求落实于2016年由

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实施的

《青 少 年 法 治 教 育 大 纲》。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2018年提出的“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5]287,对《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

程标准(2022年版)》的相关内容具有重要影

响。法治观念的主要表现包括宪法法律至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义务相统一、守法用

法的意识和行为以及生命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等五个方面。其中,前三个方面与普通

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的要求一致。“守法用法的意识和行为”体现

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的要求,并突出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的成长特点,侧重于民法典、日
常生活和未成年保护等方面的要求。“生命安

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体现了教育部2021年

10月发布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

程教材指南》的相关要求。需要注意的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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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里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与后面“健全

人格”中“珍爱生命”的内容相区分。这里的

“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强调的是防止受到外

来的伤害,而“珍爱生命”强调的则是自我对生

命的态度和理解。法治观念的育人价值在于:
“培育学生的法治观念,有助于他们形成法治

信仰和维护公平正义的意识,做社会主义法治

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4]7。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

中法治观念的育人价值与培养目标同普通高

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课标要求也是一致的。

健全人格的基本内涵是指“具备正确的自

我认 知、积 极 的 思 想 品 质 和 健 康 的 生 活 态

度”[4]7。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中,没有“健全人格”相关的内容。这是因为目

前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没有心理健康教育

的相关内容,而在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学科

核心素养中则有健全人格这一要素。这一要

素着眼于自我认知、思想品质和生活态度,其
主要表现则包括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

上和友爱互助等四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

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5]38。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

对健全人格的要求,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

求一致。有关健全人格的内容,在统编教材中

有所呈现,这也是《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

标准(2022年版)》所强调的内容。健全人格的

育人价值表现为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自我、

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合作,养成积极的心

理品质,提高适应社会、应对挫折的能力”[4]8。

这一育人价值和培养目标与“身心健康的要

求”是一致的。

责任意识的基本内涵是指“具备承担责任

的认 知、态 度 和 情 感,并 能 转 化 为 实 际 行

动”[4]8。这一要素与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

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中的“公共参与”有相

似之处,然而在呈现方式上有所差异。主人翁

意识、担当精神和有序参与是责任意识的主要

表现。“新时代中国青年以更加自信的态度、

更加主动的精神,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参与社

会发展进程,展现出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能

力,成为正能量的倡导者和践行者。”[8]培育责

任意识,就是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成长提供

基础。与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课程标准

的相关要求相比,《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

标准(2022年版)》所强调的责任意识在条理性

和逻辑性方面更加清楚,更有助于发挥其育人

价值,有助于学生“提升对自己、家庭、集体、社
会、国家和人类的责任感,增强担当精神和参

与能力”[4]8。

  三、全面实施:道德与法治课程对核心

素养培育的落实

  作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最新成果,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

对培育核心素养的要求不仅体现在前述的课

程性质、课程目标和内容要素中,还体现在课

程标准的其他部分。如何落实这些要求,如何

落实核心素养培育,成为道德与法治课程研究

与实践的重要课题。《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

程标准(2022年版)》的实施,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深化认识,探索有效的实施路径。

从课程立意来说,《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

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将着力培育学生核

心素养确定为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根本方向,明
确回答了道德与法治课程“是什么课程”“如何

开展和实施”以及“要达到什么目标”等问题。

课程标准中的前三部分内容强调核心素养导

向,均与落实核心素养培育的基本要求有关。

这些内容以两种形式呈现:其一,直接强调学

生核心素养的培育要求,如“道德与法治课程

立足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4]3,“道德与法治课

程评价要围绕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发挥评价的

引导作用”[4]4,“道德与法治课程围绕核心素

养,体现课程性质,反映课程理念,确立课程目

标”[4]5,等等;其二,虽然相关表述中没有出现

“核心素养”,但其表述明确体现了核心素养的

基本要求和培育方向,如“旨在提升学生思想

政治 素 质、道 德 修 养、法 治 素 养 和 人 格 修

养”[4]1,“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涵养必

备品格,增强规则意识,发展社会情感,提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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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能力”[4]3,等等。这些内容都明确体现了道德

与法治课程发展的根本方向,对于道德与法治课

程标准的落实具有“定位”和“指向”的作用。

从课程内容来说,《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

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为导向,并将这一导向作为构建道德与法治课

程内容的主要根据,采用了“学段+主题”的结

构形式呈现课程内容,先将义务教育分成四个

学段,然后再以每个学段五个主题的方式形成

课程内容的基本结构。可以说,所有课程内容

都是落实核心素养培育的具体途径。在课程

内容部分,《义 务 教 育 道 德 与 法 治 课 程 标 准

(2022年版)》强调核心素养的导向性要求:首
先,在课程内容的总体要求方面,课程标准提

出了“道德与法治课程以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为导向”[4]17的根本要求;其次,在各学段的主

题学习要求方面,课程标准进一步强调了核心

素养导向,提出“旨在以正确的价值观、道德和

法律规范对学生进行道德和法治启蒙”[4]17,
“旨在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良好的

道德品质和健全人格,形成集体荣誉感和责任

意识”[4]22,“旨在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责任意

识,引导学生遵守公共规则,形成深厚的爱国

情感”[4]27,“旨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以及

个人与家庭、他人、社会、国家、人类文明的关

系,了解国家发展和世界发展大势,增强社会

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立志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4]34,等等;再次,在学业要求方面,课
程标准在各学段的内容框架部分明确提出了

学生完成本学段的学习之后应该达到的行为

表现。这些内容为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核心素

养培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和落实的路径。

从学业质量来说,《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

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提出“学业质量是

学生在完成课程阶段性学习后的学业成就表

现,反映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强调“学
业质量标准是以核心素养为主要维度,结合课

程内容,对学生学业成就具体表现特征的整体

刻画”[4]43。作为课程标准的新增内容,学业质

量部分非常引人注目。但不少老师对学业质

量有什么要求、能起到什么作用、有什么教学

意义等问题,还存在模糊认识。要解决这些疑

惑,就必须明确学业质量与核心素养的关系。

学业质量与核心素养的关联,可以从内容和形

式两个方面来把握。从内容的方面来说,《义
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学

业质量标准的确定是以核心素养的学段表现

为基础的。课程标准以附录的形式,分别对小

学和初中两个学段的核心素养表现进行了描

述。《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

版)》对学业质量的划分参照了核心素养的各

学段表现,并在其表述中进一步充实、细化核

心素养的学段表现,有助于实施学业质量标

准,落实“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4]43。从

形式的方面来说,《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

标准(2022年版)》对学业质量的描述采用了

“以核心素养为主要维度,结合课程内容”[4]43

的方式,明确了“学业成就表现=核心素养要

素+课程内容”的关系,为核心素养的“可测、

可评”提供了根据。在学业质量的描述中,课
程标准突出综合性课程的基本特征,从多方面

体现核心素养培育的要求,对各种学业成就表

现均与多个核心素养要素相对应,进而为理解

学业成就表现与核心素养要素之间的关系奠

定了基础。

从教学实施来说,《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

课程标准(2022年版)》要求将核心素养培育贯

穿与教学、评价以及教材编写过程,为核心素

养培育的落实指明了方向。无论是在教学建

议、评价建议、教材编写建议部分,还是在课程

资源开发与利用、教师培训与教学研究部分,

核心素养都是重要的关键词和落脚点。例如,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

在“教学建议”部分提出“立足核心素养,制订

彰显铸魂育人的教学目标”[4]47;在“教学评价”

部分提出“坚持素养导向”[4]47,“要对学生核心

素养的综合发展状况进行评价”[4]50;在“学业

水平考试”部分提出“以考查学生核心素养形

成与发展为目标”[4]52,“探索素养导向的命题

方式”[4]53;在“教材编写建议”部分提出“着眼

于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4]58;在“课程资源开

发与利用”部分提出“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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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聚焦核心素养”[4]60;在“教师培训与教学研

究”部分提出“基于对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制约

因素的分析设计好教研主题,如怎样确定以发

展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教学目标等”[4]62。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
从各个方面强调了核心素养的培育是一个一

以贯之的过程。道德与法治课程应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核心素养导向,推动课程标准的实施,注重

学生的学业质量,探寻核心素养培育的有效路

径,不断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真正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随着《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

程标准(2022年版)》的发布,深入理解核心素

养各要素、积极落实核心素养培育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这就需要广大教师深刻理解核心素

养的内涵、要求和育人价值,并将其真正落实

于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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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MoralityandRuleofLawCurriculumStandardsforCompulsoryEducation (2022
Edition)adherestothecoreliteracyorientation,putsforwardspecificandclearrequirementsfor
cultivatingstudentscoreliteracy,andprovidesabasisforin-depthunderstandingoftheeducating
valueofethicsandtheruleoflawcourses.Takingtheintegration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urses
asthebackground,examiningtherequirementsofthecurriculumstandardsofethicsandtheruleof
lawforthecoreliteracyinthecompulsoryeducationstagecandeepentheunderstandingofthecore
literacy,andpromotetheimplementationofthecurriculumstandardsofethicsandtheruleoflaw.
TheMoralityandRuleofLaw Curriculum StandardsforCompulsoryEducationspecifiedthe
significance,mainperformanceandeducationalvalueofcoreliteracy,forminganoverallframework
forcultivatingstudentscoreliteracyinthecompulsoryeducationstageofmoralityandtheruleof
law.ThecurriculumofethicsandtheruleoflawshouldbeguidedofXiJinpingThoughtonSocialism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foraNewEra,alwaysadheretothecoreliteracyorientation,promotethe
implementationofcurriculumstandards,payattentiontotheacademicqualityofstudents,explorean
effectivepathforthecultivationofcoreliteracy,continuouslyimprovestudentscoreliteracy,and
trulyimplementthefundamentaltaskofbuildingmoralityandcultivating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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