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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的渗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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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中政治课教学中引入时事政治，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还可以提高政治课教学质量。本文主要探讨了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

教学中的应用现状、应用价值以及应用策略，希望能为政治教师提供一

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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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8 年 9 月 10 号是我国的第三十四个教师节，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
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虽然我国普通高中教育在进入 21 世纪后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
但是也隐藏着一些问题。如今，高中政治教学仍然没有跳出应试
教育的怪圈，素质教育只停留在表面。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划
重点”应对考试的情况，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注重学生的主体性作
用，没有设计相应教学环节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政治教
学工作者而言，不仅要努力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提高学生
的政治认同感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感。 

二、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一）学生对时事政治的研究兴趣不高 
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新媒体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网络的迅速发展为各类信息的传播提供了重要载体。但
是高中生面对高考的压力，对于电脑、手机等媒体的接触时间有
限。即使在假期有时间去接触此类媒体，但是学生对于时政的关
注度也不高。通过调查研究，男生关注比较多的是体育赛事，女
生关注较多的是娱乐新闻，对于时政的关注度普遍较弱。其次，
学生不关注时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研究的兴趣，大多数学
生认为，时事政治离自己比较远，因此对于时政新闻关注较少。
即便有学生认识到，高考对于时政分析考的比较多，但是在看到
时政新闻之后并不具备分析能力，不能与政治教材的知识点相联
系。政治理论学习是十分枯燥的，更多的学生不愿意接受政治知
识，对时事政治也缺乏兴趣。综上所述，学生不具备研究时政的
条件并缺乏研究兴趣，限制了高中政治课引入时事政治。 

（二）教师对时事政治的运用能力有限 
第一，政治课教师在分析时政问题时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

由于高中生接触新闻的途径比较少，又缺乏正确分析时政的能
力，对时政的了解大多来源于教师的讲解。教师在分析时政时若
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那么对时政的分析可能是错误的，从而影
响学生对于时政的理解。第二，政治课教师的政治素养有待提高。
个别政治教师虽然在课堂中引入了一些时政，但是对于时政的选
取比较随意，只是在试卷中选取。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中，学生的
剖析能力并没有提高，所以在试卷中遇到新的时政问题，不能正
确分析其体现的政治观点。第三，政治课教师未进行深入了解时
事政治。对于时政的讲解只是停留在表面，未深入挖掘其背后更
深层次的原因，从而导致学生只是知道时政，不能正确的将时政
与政治知识点相联系，也没能提升政治素养。 

（三）学校及相关教育部门的宣传不足 
当前高中学生对于时政缺乏兴趣的原因之一是校园对时政

新闻的传播途径较少。学校对于时事政治的宣传力度不够，使得
学生对于时政的了解不多，从而学习兴趣不高。例如：在每周升
旗仪式上可以加入本周国际、国内重大新闻的诵读，并深入剖析
一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时政问题。还可以在学生活动或者吃饭时
间利用校园广播等形式，为学生播放时政讲解类节目。 

三、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一）丰富政治教学内容 
随着近年高考形式的多样化发展，高中政治教学难度也随之

增加。政治教学是培养学生政治敏感性的重要途径，是学生了解
世界、关注发展的重要手段。如果政治教学还停留在过去重理论、
轻实践的阶段，那么学生在高考面前必然会很吃力。所以，政治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加入时政讲解有其必要性。通过调查研究发
现，学生对于政治课学习不是很感兴趣，原因在于部分政治课教
师还是停留在对枯燥的课本进行讲解的阶段。可见，在高中政治
课中引入时事政治，能为政治课教学带来新鲜血液，丰富政治教
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政治教学质量。 

（二）养成政治核心素养 
2018 年 1 月 5 号，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

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 年版）》的通知，本次课程修订的一大
亮点是各学科都凝练了学生核心素养。高中政治学科凝练了 4 个
核心素养，即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将时
事政治引入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必然能提升学生的分析能力、
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使政治学科核心素养落地。例
如：学生在学习时事政治时，可以利用小组合作探究的形式，这
样政治核心素养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四、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设置时事政治播报 
把时政用在课堂引入环节，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时

政具有时效性快、更新频率高的特点，所以应及时让学生了解时
政动态，激发时政学习兴趣。例如：政治教师可以在课前 5 分钟
的时候，让学生进行时政播报并引导学生进行时政评论。此活动
可以分小组进行，每天选一组提前准备，每组学生轮换播报。这
种形式既可以让每个学生充分了解 新的时政动态，又可以锻炼
学生的能力。 

（二）建立时事政治论坛 
政治课的学习不仅要充分利用好课上时间，还可以在课下利

用多媒体设备进行学习。在课上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进行重点时政
分析或讲解，但是课上的时间、条件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教师
在课下利用互联网优势建立时政论坛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政治
教师可以利用微信、QQ 等形式建立学习群，将每天的时政新闻
进行整理并在发送在群里，学生在群里进行分析与讨论。这样学
生对于时政的了解范围会更广，学生的政治素养也会随之提高。 

（三）模拟时事政治活动 
为了激发学生对于时政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采取不同形式

进行授课。例如：教师可以将本班学生按照高中政治必修 4 本书
进行分组，一组负责一个专题，每周进行一次时政模拟活动的比
赛，可以邀请其他学科教师担当评委或者各小组进行自评、他评，

后政治课教师将 4 组所表演的节目与教学内容进行整合。这样
一来，即可以将时政与政治内容进行深度整合，还可以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质。 

五、结语 
将时事政治引入高中政治课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

此，政治课教师要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手段运用好时事政治，积
极创设高效的政治课堂。当前我国的高中政治教育的改革相对发
展的并不成熟，还需要在教学一线岗位中的政治工作者不断的进
行创新。为了促进高中政治课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效的利用好时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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