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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研究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 目 标一体化设计

《义务教育道德 与 法 治课程标准 （ ２ ０ ２ ２ 年版 ） 》 课程 目 标解读

周增为 ， 杨 兰

（上海市师资培训 中心 ， 上海 ２ ０ ０ ２ ３ １ ）

摘要 ： 《 义务教育道德与 法治课程标准 （ ２ ０ ２ ２ 年版 ） 》 按照 大 中 小 学德 育
一体

化的要求对本课程所培育的核心素养和课程 目 标进行 了
一体化设计 ， 按照

“

国 家育

人 目 标 学 生发展核心 素养 课程培育的核心素养 课程 目 标
”

的程序 ， 凝练 出政

治认 同 、 道德修养 、 法治观念 、 健全人格和责任意识五大核心素养 。 围 绕五大核心

素养 ， 确 立义务教育阶段 １
？

９ 年级课程 总 目 标 ， 按照 １
？

２ 年级 、 ３
？

４ 年级 、 ５
？

６ 年级 、
７
？

９ 年级四 个学段 ， 制定 了 分学段课程 目 标 ， 形成 了 学段 间有序衔接的 目

标阶梯 ， 有效落实 了 大 中 小 学 思政课课程 目 标一体化设计 的要求 ， 为 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积 累连续性的德育 经验和整体性发展提供 了 方 向和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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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 ２ ０ ２ ２ 年

版 ） 》 （ 以下简称 《课程标准 （ ２ 〇 ２ ２ 年版 ） 》 ）

整合 了 《义务教育 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 （ ２ ０ １ １

年版 ） 》 《义务教育 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 （ ２ ０ １ １

年版 ） 》 和 《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 （ ２ 〇 １ １

年版 ） 》 ， 按照大 中小学德育
一体化的要求 ， 对

义务教育阶段 １
？

９ 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课程进行

了
一体化的设计 。 核心素养导 向是此次课程改革

的主要特征 ， 课程 目标作为课程标准中 的关键部

分 ， 是课程内容选择和组织 、 教学实施 、 学业质

量评价等的依据 ， 是连接 国家育人 目标和学科课

程的桥梁 。 《课程标准 （ ２ ０ ２ ２ 年版 ） 》 基于义务

教育培养 目标 ， 围绕 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 根

据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性质和理念 ， 凝练道德与法

治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 。 依据学生 的成长规律 ，

明确核心素养在不同学段的关键表现特征 ， 整体

构建核心素养导 向 的课程 目 标 ， 对 １
？

９ 年级的

课程 目标进行了
一体化的设计 。

一

、 凝练道德与法治课程培育 的核心素养的

逻辑基础

道德与法治课程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 ，

承载着落实 国家育人 目标的责任 。 核心素养作为
“

国家教育总 目标的具体体现
”

， 在教育 目标系统

的层次结构中居于高度抽象概括的 国家教育总 目

标与相对具体的课程 目标之间 ， 发挥着
“

承上启

下
”

的枢纽作用 。

［ １ ］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 ２ ０ ２ ２

年版 ） 》 明确 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的培养 目 标 ：

“

义务教育要在坚定理想信念 、 厚植爱 国主义情

怀 、 加强品德修养 、 增长知识见识 、 培养奋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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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 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 ， 使学生有理想 、 有

本领 、 有担当 ，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

［ ２ ］ ２ 这一宏观的育人 目 标

明确了
“

为谁培养人 ， 培养什 么人 ， 怎 么 培养

人
”

的关键问题 。
２ ０ １ ６ 年 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框架发布 ， 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对党的方

针 、 政策的具体化和细化 ， 是 国家教育 目标的具

体体现 ［
３
］

。 道德与法治课程在课程 目标研制 中 的

核心问题就是 ， 将义务教育育人 目标和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转化为本课程所培养的核心素养 ， 并具

体化为课程 目标 。

（

一

） 核心 素养转化 为 学科 ／课程培育的核心

素养的 两种思路

进入 ２ １ 世纪以来 ， 世界许多 国家和地区都

将核心素养培育作为 国家课程改革的 目标 ， 并将

核心素养培育和学校课程体系相结合 ， 同时在整

体上达成共识 ， 即各国提出 的核心素养框架是各

门课程培育的核心素养和课程 目 标 的上位概念 ，

呈现出
“

国家育人 目标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

一

般性核心素养 ） 课程所培育 的核心素养
”

三层

级结构 。 但从具体实践操作来看 ， 在将一般性核

心素养转化为学科课程所培养的核心素养上有以

下两种思路 。

一种是根据 国家教育体系 中的学段

分布 ， 先将一般性核心素养转化成各教育阶段的

核心素养 ， 再按照各教育阶段的特征 ， 转化为学

段 中领域或学科的核心素养 ， 我 国 台湾地区十二

年一贯的课程设计就是依循这种思路
［ ４ ］

。 另
一种

是将一般性核心素养直接转变为各课程 ／学科培

养的核心素养 ， 把课程 ／学科培养的核心素养理

解为学科的思维品质和关键能力 。

［ ５ ］ 我 国普通高

中和义务教育阶段各课程所培养的核心素养基本

上第二种思路 ， 各门课程在凝练核心素养时 ， 直

接以一般性核心素养为依据 ， 将其转化为学科课

程培育的核心素养 ， 而没有对义务教育和高 中阶

段的核心素养先做整体性的分阶段设计 。 但在最

终呈现出来的课程标准 中 ， 同
一学科不 同学段之

间凝练了有一定差异性的核心素养 ， 也具有较好

的关联性和进阶性 。 例如 ，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

和高中思想政治课程都是基于各个教育阶段课程

性质 ， 分别确定了本学段的核心素养 ， 然后分别

对 １
？

６ 年级和 ７
？

９ 年级进行了学段核心素养 内

涵界定 ， 最终 目 的都是实现核心素养与学校课程

体系的融合 。

有研究者认为核心素养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和

跨学科特征 ， 如果从
一般性核心素养直接到学科

核心素养 ， 就会弱化核心素养的这
一特征 。 他们

提出 以
“

领域
”

概念统领核心素养 内容体系 ， 建

立
“

核心素养 领域素养 学科素养
”

的层级结

构 ，

［ １ ］

， 并将其作为教育系统 中不 同层次 目 标 的

建构和表述的层次 。 我 国此次的课程方案和课程

标准的修订虽然没有严格遵照这一结构 ， 但是也

在原有的学科课程体系上做了 突破 ， 要求在学科

课程中用 １ ０％ 的课时进行跨学科主题学 习 ， 如

语文 、 数学 ， 对具有综合性特征的课程 ， 强调课

程内容等各方面 的综合性设计 ， 如道德与法治 ，

一

门课程也是一个领域 ， 本身具有综合性特征 ，

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核心素养内容体系 的领域表

现 ， 体现了核心素养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特征 。

（
二 ）

一般性核心 素养落 实在课程 中 的 两 种

实践样 态

在凝练道德与法治课程培育的学生核心素养

时 ， 首先要处理的是一般性核心素养和学科 ／课

程的关系 。 在核心素养视域下 ， 各个 国家与地区

都把学科课程作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载体 。 但

从实践操作上来看 ，

一般性核心素养落实到学科／

课程中时呈现出两大实践样态
［ ６ ］

，

一种是
“
一对

总
”

的关系 ， 也就是说学校每 门课程都承担所有

核心素养的培养 。 例如 ， 澳大利亚各门课程都要

体现出 国家规定的七种核心素养 ： 批判与创新思

维 、 信息与通信技术能力 、 个人与社会能力 、 道

德理解 、 跨文化理解 、 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 ； 新

西兰各门课程都要培养 国家规定 的五种核心 素

养 ： 思维素养 、 理解语言 、 符号及文本的素养 、

自我管理素养 、 参与贡献的素养 、 与他人互动的

素养 。 另
一种是

“
一对分

”

的关系 ， 即各学科课

程有侧重地对核心素养的部分构成成分作出 独特

的贡献 。 例如 ， 我 国 台湾地区的课程设计就是这
一种实践 。

ｗ

道德与法治课程培育的核心素养的凝练采用

的是第二种方式 。 首先 ， 明确道德与法治课程是

义务教育 阶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关键课

程 。 其次 ， 深入分析道德与法治课程性质 ， 道德

与法治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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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增强学生做中 国



人的志气 、 骨气 、 底气 ， 为培养以实现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 己任的有理想 、 有本领 、 有担当 的时

代新人打下牢 固 的思想根基 。 课程具有政治性 、

思想性和综合性 、 实践性
”

［
７
］

１

。 再次 ， 总结本课

程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方面的突 出贡献 ， 凝

练出道德与法治课程所要培养的核心素养 ，

“

主

要包括政治认同 、 道德修养 、 法治观念 、 健全人

格 、 责任意识 。

”
［
７
］
５

这五个方面 的核心素养是对

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一部分构成要素的重点

落实 ， 体现出道德与法治课程在促进 中 国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上的独特价值 ［ ８ ］

。

（三 ） 整体规划核心 素养和课程 目 标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 ， 课程 目标是课程所培育

的核心素养的下位概念 ， 在凝练 出道德与法治课

程培养的核心素养之后 ， 再基于核心素养确立课

程 目标 ， 是此次道德与法治课程 目标编制遵循的

逻辑 。 不同于以往将义务教育阶段道德教育分为

小学低年级 、 小学高年级 、 初 中三个阶段 ， 然后

各 自研制课程标准和课程 目标的情况 ， 此次课程

标准修订将义务教育阶段德育课程统筹为一门道

德与法治课程 ， 并对课程所培育的核心素养和课

程 目标进行统
一设计 ， 确立 １

？

９ 年级共同培养

的核心素养政治认同 、 道德修养 、 法治观念 、 健

全人格 、 责任意识 。 在此基础上 ， 基于以上五个

方面的核心素养编制 １
？

９ 年级的五个课程总 目

标 ， 五个总 目 标与核心素养 的五个方面一一对

应 ， 这样 ， 从横向 内涵上规范 了道德与法治课程

目标范畴的结构形式 ， 明确了课程 目标范畴的 内

容 ， 确保了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培养的整体方

向性 。 从纵向衔接上 ， 使道德与法治课程 目标呈

现为
一个多层次 、 全方位的系统 ， 实现了对学生

生活和阶段性认知发展特征的遵循 ， 有利于科学

规划并阶段性地推进课程 目标的实现 。

１ ． 义务教育 阶段核心素养与高 中培育 的核

心素养的衔接

道德与法治课程所培养的核心素养在横向上

保持内涵的一致性 ， 义务教育阶段都围绕五个方

面的核心素养展开 。 在纵向衔接上有两个方面的

考虑与设计 。

一方面是义务教育整个阶段培养的

核心素养一致 ， 但进行了分学段的描述 。 考虑到

１
？

９ 年级跨度大 ， 《课程标准 （ ２ 〇 ２ ２ 年版 ） 》 对

核心素养进行了１
？

６ 年级和 ７
？

９ 年级的分学段

描述 。 这样做有助于学生和教师明确在小学和初

中结束时各 自应该达成的素养水平 ， 不仅有较好

的指导性 ， 还为课程 目标的制定提供了学段依据 。

另
一方面是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课程所

培养的核心素养的五个方面和高中思想政治课程

所培养的政治认同 、 科学精神 、 法治意识和公共

参与 四个方面的核心素养有机衔接 ， 使它们之间

体现出连续性和进阶性 。 政治认同在义务教育道

德与法治课程和高 中思想政治课程中都是首要核

心素养 ， 这体现出核心素养的一致性 ， 考虑到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认知和发展特点确立了
“

法治

观念
”

和
“

责任意识
”

两方面素养的培养要求 ， 而

对具有更高思维水平 、 实践经验的高中学生则提出
“

法治意识
”

和
“

公共参与
”

的素养培养要求 ， 这

样就使两个学段形成了进阶 。 同时 ， 结合学科课

程各学段学生发展的特征 ， 高 中提出 了
“

科学精

神
”

的素养培养要求 ， 义务教育 阶段则提 出 了
“

道德修养
”

和
“

健全人格
”

的素养培养要求 。

２ ． 课程总 目标与分学段 目标的有机统
一

在道德与法治课程所培育的核心素养一体化

设计思路下 ， 基于核心素养设计的道德与法治课

程总 目标也贯穿义务教育始终 ， 实现了对义务教

育阶段道德与法治课程 目标的整体规划和阶段性

设计 。 道德与法治课程属于德育课程的范畴 ， 德

育课程的连续性可 以为德育对象积累连续性德育

经验和整体性德育影响 ， 这是德育实效性的重要

保障之一 ， 而其中德育课程 目标的衔接性是德育

课程保持连续性的基石
［ ９ ］

。 五个课程总 目标 ， 使

道德与法治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始终朝着同
一个

方向努力 ， 避免了 目标不聚焦 、 不统一带来的课

程内容庞杂和各学段各 自 为政的局面 。

同样 ， 考虑到义务教育阶段 的年级跨度大 ，

学生年龄横跨 ６
？

１ ５ 岁 ，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

性认知发展差异 ， 为 了 更好地将课程总 目 标细

化 ， 帮助各学段明确落实五个方面核心素养培养

的具体要求 ， 《课程标准 （ ２ 〇 ２ ２ 年版 ） 》 按照

１
？

２年级 、
３
？

４ 年级 、
５
？

６ 年级 、
７
？

９ 年级四

个学段 ， 分别制定了课程 目标 ， 形成了学段间有

序衔接 、 层层递进的 目标阶梯 ， 有效落实了大中

小学思政课课程 目标
一体化设计的要求 。

二
、 道德与法治课程培育 的核心素养的 内涵

道德与法治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是 国家育



人 目标在本课程 中 的具体表现 ， 也是本课程育人

价值的集 中体现 。 它上接 国家宏观育人 目标 、 下

连课堂教学 目标 ， 是学生通过道德与法治课程学

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 、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 。 《课程标准 （ ２ 〇 ２ ２ 年版 ） 》 从概念界定 、 具

体表现和价值意义三个方面分别对政治认同 、 道

德修养 、 法治观念 、 健全人格 、 责任意识五个方

面的核心素养进行了 阐述 ， 并根据学生认知发展

规律和年段特征 ， 对 １
？

６ 年级和 ７
？

９ 年级的核

心素养进行了分学段描述 。

（

一

） 核心 素养五个方 面 的 内 涵界定

政治认同是道德与法治课程要培养的首要核

心素养 ， 它 明确 了
“

为谁培养人
”

的根本性 问

题 。 政治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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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７ ］ ５

。 政治认同主要表现在政治方 向 、 价值取

向和家国情怀三个方面 。 对 １
？

６ 年级学生政治

认同 的培养重在启蒙道德情感 ， 引导他们形成爱

党 、 爱国 、 爱社会主义 、 爱人 民 、 爱集体 的情

感 ， 使他们具有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美

好愿望 ；

７
？

９ 年级学生政治认 同 的培养重在打

牢思想基础 ， 引导学生把党 、 祖 国 、 人民装在心

中 ， 强化他们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

意识 ， 使他们在认知和情感认同基础上树立理想

信念 ， 并 自 觉践行 。

道德修养是一个人作为社会成员应具备的道

德素养 ， 是个人道德认知 、 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

的综合反映 ， 是 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 习惯的统
一

。 道德修养是指使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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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７ ］ ６

， 引导青少年把正确 的道德认知 、 自 觉 的

道德养成 、 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 道德

修养包括四个方面 ： 个人品德 、 家庭美德 、 社会

公德和职业道德 。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

领 ， 将国家 、 社会 、 个人层面的道德要求贯穿学

生道德修养培育 的各个方面 ， 引导学生 明大德 、

守公德 、 严私德 。 对 １
？

６ 年级学生道德修养的

培育重点关注学生在 日 常生活和学习 中 的文明行

为和 习惯 ， 对 ７
？

９ 年级学生道德修养的培育则

更加注重他们基于道德认知的道德判断 、 道德选

择和道德行为 。

法治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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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７
］
７

。

义务教育阶段青少年学生的法治观念主要表现在

五个方面 ： 宪法法律至上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理念 、 守法用法意识和行为 以

及生命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 。 对 １
？

６年级重

点普及宪法常识 ， 让学生感知生活 中 的法 、 身边

的法 ， 初步形成法治意识 ， 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

习惯 。 对 ７
？

９ 年级学生法治观念的培育注重对

法治的理性认识 ， 使他们逐步学会运用法律规范

辨别是非 ， 守法用法 ， 参与社会生活 。

健全人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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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７ ］ ７

， 是一个人应

具备的心理品质和道德人格 。 义务教育阶段是青

少年人格发展和完善的关键期 ， 要从小培养 ， 只

有具备和谐健全的人格 ， 青少年才能形成独立人

格 ， 不断提升 内在修养 ， 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 ，

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人 。 健全人格包括四个方面的

内容 ： 自 尊 自信 、 理性平和 、 积极 向上和友爱互

助 。 对 １
？

６ 年级学生健全人格 的培养重点是使

学生能正确认识 自 己 ， 与他人有 良好的沟通 ， 能

适应生活环境的变化 。 对 ７
？

９年级学生健全人格

的培养则注重个人品质的养成 ， 使他们能够 自觉

开展有效行动 ， 具备适应环境和应对挫折的积极

心理品质 。

责任意识是培养
“

有担当
”

的时代新人的重

要基础 。 责任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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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７ ］ ８

习 近平

总书记强调 ， 青年
“

要勤于学习 、 敏于求知 ， 注

重把所学知识 内化于心 ， 形成 自 己 的见解 ， 既要

专攻博览 ， 又要关心 国 家 、 关心人 民 、 关心世

界 ， 学会担当社会责任
”

［ １ ° ］ １ ７ ２

。 责任意识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的表现 ： 主人翁意识 、 担当精神和有

序参与 。 对 １
？

６ 年级学生责任意识培养的重点

在于认识到 自 己对所在集体归属感和主人身份 ，

认识到个人所属 角 色应承担 的责任 ， 并敢于承

担 。 对 ７
？

９ 年级学生注重个人在社会和 国家层

面的责任担当 、 奉献精神和负责任的行动 ， 在对

相关道德规范和法律要求了解的基础上 ， 有序参

与社会生活和 国家生活 。



（
二 ） 核心 素养五个方 面 的特征及其关 系

道德与法治课程所培养的核心素养 ： 政治认

同 、 道德修养 、 法治 观念 、 健全人格 、 责任意

识 ， 充分体现 出 道德与法治课程政治性 、 思想

性 、 综合性和实践性的课程性质 。 它们既是
一般

性核心素养在道德与法治课程领域 的具体化 ，

如 ， 责任意识 ， 也反映出思政课独特的学科思维

和认知方式 。 正如研究者所说 ： 特定领域的复杂

问题解决过程整合 了个体一般意义上 的 心智机

制 、 特定领域的思维或推理模式 ， 以及该领域灵

活的结构化知识 ， 任务 、 情境及背后的专业共同

体和社会文化共同界定了素养的确切 内涵和使用

方式 。

［ １ １ ］

因此 ， 课程所培育的素养不是跨学科素

养在特定 （学科 ） 领域简单的具体化 ， 以领域活

动或任务为载体发展学生学科 ／课程核心素养时 ，

也有可能 内在地承载着多个一般性 ／跨学科核心

素养的培养 ， 应该结合具体的情境 、 领域 、 任务

或活动具体分析 。

［ １ ２ ］

《课程标准 （ ２ 〇 ２ ２ 年版 ） 》 对五个方面的核

心素养都进行了 内涵和 内容范围 的明确界定 ， 例

如 ， 政治认同表现为政治方向 、 价值取向和家 国

情怀 ， 健全人格表现为 自尊 自信 、 理性平和 、 积

极 向上和友爱互助 ， 等等 。 只有明确了核心素养

每个方面的边界和范围 ， 才能体现出课程领域的

特征 ， 才能避免泛泛而谈 。 道德与法治课程培养

的核心素养的五个方面虽然是分别 阐述的 ， 但是

五个方面相互关联 ， 形成 了一个整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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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７ ］ ５

不存在没有道德的法治 ， 同理 ， 没有正确的政治

认同 ， 也不会有社会主义法治观念 ， 缺少责任意

识更难以依法参与社会生活 。 因此 ， 道德与法治

课程所培养 的核心素养 的五个方面是相互融合

的 ， 它们通过整体发挥作用 。

三 、 核心素养导 向 的课程 目标一体化设计

２ ０ １ ９ 年 ３ 月 １ ８ 日 ， 习近平总 书记在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明确指 出 ：

“

在大 中

小学循序渐进 、 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

非常必要
”

，

“

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 ， 推动思政课建设 内涵

式发展
”

。

［
１ ３

］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建设遵循

大中小学德育
一体化理念 ， 基于核心素养对课程

目标进行
一体化设计 ， 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道德

与法治课程 目标的整体性 、 系统性和进阶性 。

（

一

） 整合性课程 总 目 标 的表述

道德与法治课程 目标的制定以核心素养为导

向 ， 因此 ， 《课程标准 （ ２ ０ ２２ 年版 ） 》 并不是按

照传统的知识与技能 、 过程与方法 、 情感态度价

值观等分别陈述课程 目标 ， 而是从学生解决真实

情境中的问题的角度对课程 目标进行更具系统性

和综合性的建构 。 从 目标的价值取 向来看 ， 核心

素养的关注点从传统教育 目标的知识与技能转 向

了人 的发展 ， 使学科教学从
“

知识本位
”

转 向

“

育人本位
”

。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 ， 核心素养导

向的 目标研制从传统课程 目标单一的分析式思维 ，

正在转向综合的 、 系统论的思维方式 ， 有助于建

立更具系统性和综合性的教育 目标系统结构 。

［ １ ］ 每

个总 目标都是对相应的核心素养的具体化表述 。

以
“

法治观念
”

为例 ， 与之相对应的课程的

总 目标表述为 ：

“

（ ３ ） 学生能够具有基本的规则意

识和安全意识 ， 理解宪法的意义 ， 知道与学生生

活密切相关的法律 ， 能够初步认识到法律对个人

生活 、 社会秩序 和 国家发展 的规范和保障作用 ；

形成宪法法律至上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和权

利义务相统一观念 ； 遵守规则和法律规范 ， 提高

自我防范意识 ， 掌握基本的 自 我保护方法 ， 预防

意外伤害 ， 养成 自 觉守法 、 遇事找法 、 解决问题

靠法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 ， 初步具备依法参与

社会生活的能力 。

”
［ ７ ］ ９

这样一个整体 目标的描述包

含了对知识的理解 、 运用和迁移的要求 。 如果不

了解基本的规则和法律知识 ， 学生很难掌握正确

的 、 合法的 自我保护方法 ； 没有意识到宪法和法

律的地位和作用 ， 就不会形成遇事找法 、 解决问

题靠法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 。 进一步地讲 ， 只

有形成法治意识和行为 ， 才能有序参与社会生活 。

从这一 目标表述可 以看出 ，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

目标代表了
一

系列知识 、 技能 、 态度 的集合 ， 具

有功能性 ， 是每个学生在实践 中尊法 、 守法 、 用

法 ， 有序参与社会生活 、 开展 自我保护行动所必需

的 ， 是学生在课程学习之后能够知行合一的基础 。

由此可见 ，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 目标是对三



维课程 目标的传承与超越 ， 课程 目标根植于知识

和技能 ， 但是知识 已经不再仅仅是客体化的 、 抽

象的学习对象和学习结果 ， 而是成为真实情境中

问题解决的工具 、 社会实践中交往协作的媒介以

及学生 自 我实现 的资源 ［ １ ４ ］

。 课程 目 标 的表述整

合了知识与技能 、 过程与方法 、 情感态度价值观

三个维度 ， 强调 了 三维 目 标之 间密不可分的关

系 ， 这种整合性超越了三维 目标的分别培养带来

的相互割裂的局面 ， 实现了三维 目标的融合 。

整合后的课程总 目标具有高阶性特征 。 核心

素养的核心既不是单纯的知识与技能 ， 也不是单

纯的兴趣 、 情感 、 动机和态度等 ， 而在于重视运

用知识与技能 、 解决现实课题所必需的思考力 、

判断力 与表达力 及其人格 品 性 ［ １ ５ ］

。 这意味着 ，

学生课程学习后的 目标不能仅仅是基本知识点与

技能的获取 ， 而是要掌握结构化的知识 ， 在真实

问题的解决中运用 ， 聚焦那些能综合运用知识与

技能并能进行评价与创造 的高 阶认知 目 标
［ １ ６ ］

。

在上述列举的 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到 ， 目标描述的

用语是
“

具有 … …意识
”“

理解 ……意义
” “

形

成… …观念
” “

遵守
” “

预防
”“

养成… …行为 习

惯
”

， 它们都是指 向学生 的行为表现和在具体情

境下学生表现的程度 ， 区别于
一般性知识和技能

的 了解和掌握的低阶认知水平 。

（
二 ） 分学段课程 目 标的进阶性

道德与法治课程是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的

系统课程 ， 最终 目 的相 同 ， 不论是哪一个学段还

是年级 ， 都应该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重要使命 ， 不 同学段的课程 目标不可能也不应

该是相互割裂 、 孤立的 ， 而应当是经过统一规划

的 、 具有整体方 向 性和层次性 的完备 系统 。 此

次 ， 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的修订 ， 对义务教育

１
？

９年级的课程 目标进行了统
一

的 、 系统化的设

计 ， 并细化为学段课程 目标 。

义务教育阶段是学生成长的重要阶段 ， 他们

在心理认知发展上呈现逐步发展的态势 ， 例如 ，

学生的思维往往需要经历一个从具体形象逻辑思

维到
“

经验型
”

抽象逻辑思维 ， 再到
“

理论型
”

抽象逻辑思维演变的过程 。 学生的品德发展往往

需要经历一个由他律到 自 律 ， 由幼稚走向成熟过

渡的阶段 。

［ １ ７ ］

课程 目标在进行分学段设计时 ， 综

合考虑学生生活经验范围 、 认知发展特征和道德

品质养成中知 、 情 、 意 、 行之间的结构和顺序关

系 ， 明确各学段的达成 目标 。 因此 ， 学段 目标具

有典型的进阶性 ， 这种进阶性设计的基础是学生

成长和发展 的特点 ：

一是 以 学生生活经验为基

础 ， 从学生 自身的生活经验和体验出发 ， 随着他

们的生活实践范围的扩大 ， 逐渐拓展课程 目标 中

涉及的范畴 ；

二是遵循从直接经验到 间接经验 ，

从 自身直接的经验出发 ， 逐步上升到对他人经验

或环境的感知和理解 ；
三是从具体到抽象 ， 从感

知到理性 ， 逐步提高对学生思维水平的要求 。

以
“

政治认同
”

核心素养中关于爱 国的课程

目标表述为例 ， 在不 同 的学段 ， 目 标 内 涵
一致 ，

但具体要求体现出进阶性 （见表 １ ） 。

表 １ 政治认同核心素养 中关于爱 国 的

课程 目标分学段进阶描述

年段 课程 目标表述

１
？

２ 年级

认识 国旗 、 国徽 ， 知道 自 己是 中 国 人 ；
了

解老一 辈无产 阶级革命 家和英雄模范人物 ，

对他们有 崇敬之情

３
？

４ 年级 初步感知基本国情 ， 为 自 己是中 国人感到 自 豪

５
？

６ 年级

初 步 了 解 国 情 ， 具有 维护 国 家利 益和祖 国

尊严 的 意识 与 行动 ， 形 成 中 国 人 的 身 份认

同 感 ；
初 步认识 重要历 史 事 实 ， 了 解我 国

发展的 历 史方位和 中 国 共产 党 的 光辉历 程

７
？

９ 年级

初 步 了 解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放 史 、

社会主义发展 史 ， 知道党 的 百 年奋斗 重 大

成就和历 史 经验 ， 领悟伟 大建党 精神 的 内

涵 ， 能够 以恰 当 的 方 式 弘扬爱 国 主义精神 ，

开展 中 国 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 系教 育 ；
了 解

我 国 决胜全面 建成 小 康社会取得 的 决 定性

成就和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 国 的 新

征程
；
理解 中 国 梦的 内 涵 ， 树立 为 中 华 民

族伟 大复兴 而奋斗的理 想

在小学低年段 （ １
？

２ 年级 ） 主要是让学生

对作为 国家象征的 、 具体的 国旗和 国徽有基本的

了解 ， 对爱 国有初步的情感启蒙 ， 符合小学低年

段学生思维处于具象思维阶段的特点 ； 在小学 中

年段 （ ３
？

４ 年级 ） 是让学生结合 自 身所处的社

区 、 地区的生活和发展情况等 ， 开始感知基本 国

情 ， 建立作为 国家公民 的身份认同和 自豪感 ， 这

里还是以具象思维为主 ， 强调的是学生基于 自身

经验的感知 ； 在小学高年段 （ ５
？

６ 年级 ） 是让

学生在感知基本 国情 的基础上开始初步 了解 国

情 ， 对 国家发展有初步的理性认识 ， 能将个人成



长与 国家利益关联起来 ， 这一阶段学生开始从 自

身经验的感知扩展到对他人 、 其他地区 的感知 ，

对历史事实的初步认识 ， 培养学生初步具有抽象

和理性思维 ； 在初 中 （ ７
？

９ 年级 ） 让学生对爱

国主义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 ， 弘

扬爱 国主义精神 ， 这一阶段的学生发展进入抽象

思维阶段 ， 经验也更加丰富 ， 因此开始有对精神

和理性认知有了要求 。 以上 四个阶段的 目标体现

出对学生要求从具体认识 、 情感启蒙和感知 ， 到

建立关系 、 理性认识 ， 再到理性行动 、 建立情

感 、 树立理想信念 的逐步提升 的过程 ， 螺旋上

升 ， 各学段之间 的 目标形成了有序的衔接 ， 进阶

性体现明显 ， 符合学生道德认知发展的规律 ， 在

每个阶段都知行合一 。

四 、 结语

作为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中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 ， 道德与法治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关键课程 ， 是 国家育人 目标实现的重要载体 。 此

次课程标准的修订坚持核心素养导 向 ， 将 国家人

才培养 目标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养落实在各 门

课程中 。 其中 ， 课程 目标的研制是关键 ， 整个研

制过程遵循
“

国 家育人 目 标 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 学科课程所培育 的核心素养 学科课程 目

标
”

四层级的结构路径 ， 从而直接将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培养落实在学段学科课程 中 。 另外 ， 对课

程所培养的核心素养的 内涵和 内容范围进行了 明

确的界定 ， 并进行了分学段的描述 ， 有效弥补 了

国家育人 目标和课程 目标较大的落差 。 核心素养

和课程 目标的
一体化设计确保了青少年的成长具

有连续性 ， 符合学生成长发展规律 ， 也为课程 内

容的选择与组织 、 教学方法的使用 、 学业质量评

价等打下坚实的是基础 ， 从而带动了整个课程教

学领域的转型 。

当然 ， 道德与法治课程是
一个关注社会复杂

性和变化的课程 ， 具有高度的动态性 ， 其所培养

的核心素养的 内涵及其课程 目标要随着党和 国家

重大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动态调整 。 同时 ， 课程

标准文本中架构的素养和 目标还有待通过课程教

学实践来检验 。 只有根据实践过程和结果对课程

标准中 的 目标 、 内容进行检验和调整 ， 才能真正

实现道德与法治课程的育人功能 ， 促进道德与法

？１ ０？

治课程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 １ ］ 刘新阳 ． 教育 目 标系统变革视角 下 的核心素养 ［ Ｊ ］ ．

全球教育展望 ，
２ ０ １ ７（ １ ０ ） ：４ ９ ６ ３ ．

［ ２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教育部 ．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 ２ ０ ２ ２

年版 ） ［ Ｓ］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 ０ ２ ２ ．

［ ３ ］ 林崇德 ． 构建 中 国化 的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 Ｊ ］ ． 北

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 ０ １ ７（ １ ） ：６ ６ ７ ３ ．

［ ４ ］ 蔡清 田 ． 核 心 素养 与 学校课程 的连贯 与 统整 ［ Ｊ ］ ．

全球教育展望 ，
２ ０ １ ７（ １ ） ：２ ４ ３ ４ ．

［ ５ ］ 史宁 中 ． 推进基 于 学科核 心 素 养 的 教 学 改革 ［ Ｊ ］ ．

中小学管理 ，
２ ０ １ ６（ ２ ） ：１ ９ ２ １ ．

［ ６ ］ 邵朝友 ， 周文叶 ， 崔允槨 ． 基于核心素养 的课程标

准研制 ： 国 际 经 验 与 启 示 ［ Ｊ ］ ． 全 球 教 育 展 望 ，

２ ０ １ ５（ ８ ） ：１ ４ ２ ２ ．

［ ７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 ２０ ２ ２ 年版 ） ［ Ｓ］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２２ ．

［ ８ ］ 石芳 ， 韩震 ． 打牢铸魂育人根基 落实核心素养培

养 ：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 ２ ０ ２ ２ 年版 ） 》

解读 ［ Ｊ ］ ． 教师教育学报 ，
２ ０ ２ ２（ ３ ） ：１ １ ２ １ １ ７ ．

［ ９ ］ 李 臣 之 ， 纪海 吉 ． 德育课程 目 标一体化 刍议 ［ Ｊ ］ ．

中小学德育 ，
２ ０ １ ８（ ６ ） ：１ ０ １ ３ ．

［ １ ０ ］ 习近平 ． 习 近平谈治 国理政 ： 第 １ 卷 ［Ｍ ］ ．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８ ．

［ １ １ ］ＨＡＳＳＥＢＲＯＣＫ ，Ｆ ，ＰＲＩＥＴＵＬＡ ， 級Ｊ ． 八ｐｒｏｔｏ ｃｏ ｌ

ｂａ ｓｅｄｃｏｄ ｉｎｇ
ｓ ｃｈｅｍ ｅ ｆｏｒｔｈｅ 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ｏ ｆｍｅｄ ｉ ｃａ ｌｒｅａ

ｓｏｎ ｉｎｇ［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ＭａｎＭａ ｃｈ ｉｎｅ

Ｓ ｔｕｄ ｉｅｓ
，１ ９ ９ ２（ ５ ） ：６ １ ３ ６ ５ ２ ．

［ １ ２ ］ 杨向东 ． 关于核心素养若干概念和命题的辨析 ［ Ｊ ］ ．

华东师大学报 （教育科学版 ） ，
２ ０２ ０（ １ ０乂４ ８ ５ ９ ．

［ １ ３ ］ 习近平主持 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强调 ： 用新时代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Ｎ ］ ．

人民 日 报 ，
２ ０ １ ９ ０ ３ １ ９ ⑴ 。

［ １ ４ ］ 张 良 ． 核 心 素 养 的 生 成 ： 以 知 识观重 构 为 路径

［ Ｊ ］ ． 教育研究 ，
２ ０ １ ９（ ９ ） ：６ ５ ７ ０ ．

［ １ ５ ］ 钟启 泉 ． 基 于核心 素养 的课程发展 ： 挑战与课题

［ Ｊ ］ ． 全球教育展望 ，
２ ０ １ ６（ １ ） ：３ ２ ５ ．

［ １ ６ ］ 周文叶 ． 核心素养 的课程转化 ： 以美 国 为例 ［ Ｊ ］ ．

教育发展研究 ，
２ ０ １ ７（ １ ２ ） ：３ ８ ４ ５ ．

［ １ ７ ］ 刘石成 ， 陈潞 ． 课程 目标一体化 ： 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的关键 ［ Ｊ ］ ． 思想政治课研究 ，
２ ０ ２ ０（ １ ） ：

１ ０ ６ １ １ ０ ．

（责任编辑 ： 李 洁 ）

（英文摘要下转第 ７ ８ 页 ）



ｗｏｒｋ ｆｏ ｒ ｃ ｌａ ｓ ｓ ｒｏｏｍ ａ ｓ ｓ ｅｓ ｓｍｅｎｔ
ｐｄｆ ．ｆｏｒｃ ｌａ ｓ ｓ ｒｏｏｍａ ｓ ｓｅ ｓ ｓｍｅｎｔ［ ＥＢ／ＯＬ］ ．（ ２ ０ １ ７ ０ ６ １ ７ ）

［ ２ ０ ２ １ ０ ７ ２ ８ ］ ．ｈ ｔ ｔｐ ｓ
 ： ／ ／ ｃｕ ｒｒ ｉ ｃｕ ｌ ｕｍ

ｇｏｖ ． ｂｅ ． ｃａ／ ｓ ｉ ｔｅ ｓ／

ｃ ｕ ｒｒ ｉ ｃ ｕ ｌ ｕｍ
ｇｏｖ ． ｂｅ

． ｃａ／ ｆ ｉ ｌｅ ｓ／ ｐｄｆ／ ａ ｓ ｓｅｓ ｓｍｅｎｔ／ ａ ｆ ｒａｍｅ （责任编辑 ： 刘启 迪 ）

Ｓｕｂ
ｊ
ｅｃ ｔＰｒａｃ ｔ ｉｃ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 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Ｉｍｐ ｌ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ａ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Ｐａｔｈ

ＬｕＺｈｕｏ ｔａｏ
，
ＡｎＧｕ ｉｑ ｉｎｇ

｛ 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ｅｏｆ
Ｃｕｒｒ ｉ ｃｕ ｌｕｍ＆Ｉｎ ｓ ｔｒｕｃ ｔ ｉｏｎ

＾Ｅａ ｓ ｔＣｈ ｉ ｎａＮｏｒｍａ ｌ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 ｉ２ ０ ０ ０ ６ ２
，Ｃｈ ｉ ｎａ ）

Ａｂｓ ｔｒａｃ ｔ
：Ｓｕ ｂ

ｊ
ｅ ｃ ｔ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 ｅ ｉ ｓｎｏ ｔａｎ ｅｇａ ｔ ｉｏｎｏ ｆ

“

ｉｎｑｕ ｉ ｒｙ

”

，
ｂｕ ｔｔｈ ｅｒ ｅ ｃ ｔ ｉ ｆ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ｏ ｆ

“

ｉｎｑｕ ｉ ｒｙ

”

，
ａｎｄ ｉ ｔ ｓ

ｐ ｒｏｐｏ ｓａ ｌｆｕ ｒ ｔｈｅ ｒｅｎｒ ｉｃｈｅ ｓ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ｄｓｔｈ ｅｃｏｎｎｏ ｔａ ｔ ｉｏｎｏ ｆ

＾

ｉｎｑｕ ｉ ｒｙ

＾

．Ｓｕｂ
ｊ
ｅ ｃ ｔ

ｐ ｒａ ｃ ｔ ｉ ｃ ｅ ｉ ｓｔｈｅｕｎ ｉｑｕ ｅ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 ｅ

ｏ ｆ

“

ｓｕ ｂ
ｊ
ｅ ｃ ｔ

”

，
ａｎｄ ｉ ｔ ｉ ｓａｓｕ ｂ

ｊ
ｅｃ ｔ ｓｐ ｅｃ ｉ ｆ ｉ ｃ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ｅ ｉｎｅａ ｃｈｓｕ ｂ

ｊ
ｅｃ ｔ ．Ａ ｔｔｈ ｅｓ ａｍ ｅｔ ｉｍ ｅ

，
ｉ ｔ ｓｅ ｓ ｓ ｅｎｃ ｅ ｉ ｓ

“

ｄｏ ｉｎ
ｇ

ｓｏｍ ｅ ｔｈ ｉｎ
ｇ

’ ’

，
ａｎｄｉ ｔｉ ｓｄｏ ｉｎ

ｇｓｏｍ ｅ ｔｈ ｉｎ
ｇｉｎａｗａｙｏ ｆｓｕｂ

ｊ
ｅ ｃ ｔ ．Ｓｕ ｂ

ｊ
ｅｃ ｔ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ｅｈａ ｓｉｍ

ｐｏ
ｒ ｔａｎ ｔｖａ ｌｕ ｅ

ｉｍｐ ｌ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ｓ ：ｔｈ ｅ ｉｎ ｔ ｅ ｌ ｌ ｅ ｃ ｔｕａ ｌｓ ｉ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ｃｅｏ ｆｓｈ ｉ ｆ ｔ ｉｎｇｆ ｒｏｍｓ ｔａ ｔ ｉ ｃ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 ｅｔｏｄｙｎａｍ ｉ ｃ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ｔｈ ｅ

ｌ ｅａ ｒｎ ｉｎｇｓ ｉ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ｃ ｅｏ ｆｃｈａｎｇ 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ｙ
ｏ ｆ ｌ ｅａ ｒｎ ｉｎｇｆ ｒｏｍｓ ｉ ｔ ｔ ｉｎｇ

ａｎｄｔａ ｌｋ ｉｎｇｔｏｋｎｏｗ ｉｎｇａｎｄｄｏ 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 ｅｃｕ ｒ ｒ ｉ ｃｕ ｌｕｍｓ ｉ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ｃｅｏ ｆｃｈａｎｇ ｉｎｇｔ
ｈ ｅｗａｙ

ｏ ｆ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ｎｇｐ ｅｏｐ ｌ ｅｆｒｏｍｓｕｂ
ｊ
ｅ ｃ ｔ ｌ ｅａ ｒｎ ｉｎｇｔｏｃｏｍｐ ｅ ｔ ｅｎｃｙ

ｆｏ ｒｍａ ｔ ｉｏｎ ．Ｔｈｅｓ ｔ ｒａ ｔ ｅｇｙｏ ｆｓｕｂ
ｊ
ｅ ｃ ｔｐ ｒａ ｃ ｔ ｉ ｃ ｅ ｉ ｓｔｏｆｏ ｃｕ ｓｏｎｔｈ ｅ ｉｎｎ ｅ ｒｃｏｎｎｅｃ ｔ ｉｏｎｏ ｆ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ｅ

，

ｃｏｎｃ ｅｐ
ｔ 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ｅ

ｔ ｅｎｃ ｉ ｅ ｓ
？ａｎｄｔｏｃｏｎ ｓ ｔ ｒｕ ｃ ｔａｎ ｉｎ ｔ ｅｇ

ｒａ ｔ ｅｄｃｕ ｒ ｒ ｉ ｃｕ ｌ ｕｍ
ｇｕ

ｉｄａｎ ｃｅｆ ｒａｍ ｅｗｏ ｒｋ
；ｔｏｃ ｌ ａ ｒ ｉ ｆｙ

ｔｈ ｅ

ｒ ｅｑｕ
ｉ ｒ ｅｍ ｅｎ ｔ ｓｏ ｆｓｕｂ

ｊ
ｅ ｃ ｔ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ｅ ｉｎｔｈｅｓｕｂ

ｊ
ｅｃ ｔｃｕ ｒ ｒ ｉ ｃｕ ｌ ｕｍｓ ｔａｎｄａ ｒｄｓ

？ａｎｄｔｏｒ ｅ ｆ ｉｎ ｅｔｈ ｅ ｌ ｅａ ｒｎ ｉｎ
ｇｐ

ｒｏ ｃ ｅ ｓ ｓｏ ｆ

ｓｕｂ
ｊ
ｅｃ ｔ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ｅ
；ａｎｄｔｏｅｍｐ

ｈａ ｓ ｉｚ ｅｔｈｅｃｏｎｓ ｉ ｓ ｔ ｅｎｃｙｏ ｆ
＾

ｇｏａ ｌ ｌ ｅａ ｒｎ ｉｎｇ ｅｖａ ｌ ｕａ ｔ ｉｏｎ
＾

ｂｙ ｉｎ ｔ ｅｇ ｒａ ｔ ｉｎｇｓｕｂ ｊ
ｅ ｃ ｔ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ｅ ｉｎｃ ｌａ ｓ ｓ ｒｏｏｍｔ ｅａｃｈ ｉｎｇ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 ｉ ｓｃ ｉ

ｐ ｌ ｉｎａ ｒ
ｙ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ｅ
；ｖａ ｌｕ ｅ ｉｍ

ｐ ｌ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ｒ ｅ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

ｐａ
ｔｈ

（上接第 １ ０ 页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ｕｒｒ ｉ ｃｕ ｌｕｍＯ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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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ｐｕ ｌ ｓｏ ｒｙ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ｍｏ ｒａ ｌ ｉ 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ｕ ｌ ｅｏ ｆ ｌａｗ
；ｃｏ ｒ ｅｃｏｍｐｅ ｔ ｅｎｃ ｉ ｅｓ

；ｃｕ ｒ ｒ ｉ ｃｕ ｌｕｍ

ｏｂ
ｊ
ｅｃ ｔ ｉｖ ｅｓ

；ｉｎ ｔ ｅｇ
ｒａ ｔ ｅｄｄ ｅ ｓ ｉｇ

ｎ

？７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