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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落实，教育工作由只看中传统的知识

传授，变得更加注重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在高中的政治教育中，将时事政治结合

近教学中是无可避免地教学发展趋势。现阶段，高中政治教学中虽然已经开始引

用时事政治内容，但仍未做到将时事政治真正融入进教学活动中，对时事政治的

重要性还未树立形成正确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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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社会的信息化与经济化发展作为开端，我国的教育事业也紧随时代发展，

实施着教育改革，教育观念相较传统而言改变巨大。随着“新课改”的落实与推

进工作，现阶段的教育活动对于教师的要求正逐步提升，要求教师应用新的教学

方法进行教育工作，较传统的知识点教授外，还需要注重对于学生多方面能力的

培养，对课本内容作出适当延伸，而时事政治教育则是满足政治教学这一需求的

教育方式，时事政治教育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1]。

一、时事政治教育与高中政治教学的区别与联系

    虽然时事政治教育现在多被引入进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但本质而言，时事

政治教育与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将时事政治与高中思想教育混

为一谈或认为时事政治是思想政治教育汇总的下属分类是一类对政治教育的常

见误区[2]。两者间具有一定差异，但同样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二者间也有

无法忽视的必然联系。

    从区别来讲，二者间的差异可以主要归类于以下几点：（1）从教育内容角

度而言，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其教学核心是围绕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开展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与哲学基本观点的讲授，而市政教

育的目的则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内外发展形式与重大事件的发生，明确党与国家所

提出的重要方针政策。（2）从教育目的角度而言，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更为注重

对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与锻炼，而时政教育则注重培养学会说呢过对于国情与形

势冷静分析、理智判断的能力。（3）从教育影响角度而言，高中的思想政治教

育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道德品质，培养学会说呢过对于共产主义的了解



与认同感。而时政教育的影响则是帮助学生认知国家大事的重要性与影响，帮助

学生树立对于民族振兴、人类的命运与国家前途等更为广大的问题上的关注[3]。

    从联系来讲，二者间的联系可以分为两点，一是通过对于时政教育的引入与

利用，可以对高中思想教育的教学资源进行补充与丰富，避免出现在教学中由于

教材内容的滞后性出现教学内容无法贴合时代特征的问题。二是高中的思想政治

课程内容可以为时政教育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支撑，将时事内容教学中空缺的理

论知识加以补充，提升时政教学的科学性与规范性。总结而言，二者之间是辩证

统一的两种教学方式。

二、时事政治融入高中政治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在教育工作中中，引入时事政治教学对于高中的政治教学而言的意义是难以

忽视的。

    （一）对高中的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予以补充与拓展。现阶段国内所还是用的

高中思想政治教材都是以国家颁布的《课程标准》要求所编著的，其内容具有一

定稳定性，但也由于这一点，相较于现在高速的时代发展与事件发生，课本内容

难免存在一定内容滞后性[4]。这样的情况就要求教师在课本内容出现于时代脱轨

的情况时，摆脱完全依照教材实施教学工作的局限性，通过将相应时事内容与课

本内容相结合，利用时事政治的真实性与时代性完善课本内容。在完善教材内容，

扩充学生知识的同时，时事政治教育由于其内容实时性，可以提升学生对于课程

内容的代入感，增加与学生间的互动，增加课堂活力，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时事政治教学的引入可以帮助教学内容适应高考的变化。从高考角度

而言考虑时事政治教学的效果也可以发现，近年来，各卷高考政治考题中，与时

事政治相关的考点正在逐年增多，考题越发注重与时事热点的结合，考察学生对

于知识在实际情景中的应用能力与知识分析能力。高考考题的这一变化趋势也正

是对“新课改”政策的响应于实践，也要求着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对于时事政治教

育的引入。只有将时事政治教育与课程内知识进行有机融合，才能帮助学生尽早

锻炼起学生的学科能力。

    （三）提升教师职业素养，帮助教师实现自我提升。随着课程改革与教育事

业的不断发展，现在的教育工作对于教师的专业水平也是一项挑战。随着时事政

治教育不断融入进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中，如何将时政内容有机融合进课程教学即



是对教师的一大挑战。除此之外，由于时事政治教育与时代变化的紧密性，市政

教学要求着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广度[5]。教师自身的文化修养与知识内涵直

接影响着时事政治与课程教学的融合效果与整体教学效果，融合时事政治与课本

教学内容的过程，也是对教师知识面与专业水平的锻炼，帮助教师实现着自我成

长。只有教师做到对自身水平的不断提升，才能做到满足课程改革与时代发展下

对于教师提出的诸多要求，也能提醒教师自身职责，促使教师保持自我评价与自

我反思的进步心态。

三、结束语

优秀的政治学科教学其课堂内容应与时事政治教育相结合，才能丰满教学内

容，做到对学会说呢过综合水平的提升。在将课程内容与时事相结合后，可以对

于教材中未更新的滞后观念予以适当调整，并利用时事的带入性，帮助学生做到

对知识更轻松的理解并代入运用。政治学科的教学会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树立

起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因此，在教学中对学生的思想教学就更为主要，通

过将知识与时事内容相结合，可以更好帮助学生树立积极人格，提升政治教学在

多方面的影响力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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