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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背景下高中政治高效课堂评价模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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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质量的政治课程不仅能够推动高中生思想政治学习

能力的发展，还能够使高中生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从

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在当前的高中政治课程教学活动中，

还存在着意识形态灌输式教学现象，这种教学模式严重阻碍了思

想政治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本文通过深入探究新课改

背景下高中政治课程高效课堂的评价模式，以期提升高中政治课

程教育教学质量，为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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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教育思想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高中政治课程无论是

从教学管理还是到教学实施，教师要始终坚持学生的教育主体地

位，全面开放政治课堂，通过多元化的教学评价模式，既要注重

学生政治课程学习成绩的提升，同时也要关注学生综合政治素养

的发展，结合课堂质检制度和课堂反思制度，三者相辅相成，彼

此完成补充，从而形成多元化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

一、注重评价内容多元化

高中生在学习思想政治课程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兴趣导向性，

因此，高质量的思想政治课程势必需要良好的教学氛围，以激发

学生的政治知识学习兴趣。但是在当前的高中政治课程教学活动

中，有很多教学评价模式关注的教学重点在于教师的姿态、教学

内容的设计以及学生的随堂测验成绩等，这样的教学评价模式完

全没有包含政治课程教学氛围，缺乏科学性。因此，在新课改背

景下构建高中政治课程评价体系，应该注重评价内容的丰富程度，

以体现教学评价体系的全面性。

我校的政治课程教学评价模式在构建过程中设计了以下内容：

（一）高中政治课程开展过程中师生必须要使用普通话

（二）教师在开展政治课程教学活动时必须要为学生构建和

谐、民主的课堂气氛，使学生在学习政治知识的过程中敢问、敢做、

敢讨论。高中政治课程教师要始终将学生的材料阅读、思想交流、

时事议论、个人理解与知识学习贯穿于政治课堂教学中

（三）禁止集体性的、集中的答案背诵和“题海”练习教学模式，

注重学生政治思维能力的拓展，重视学生政治核心素养的培养

（四）构建高中政治课程活动的过程中要坚持活动涵盖的全

面性，确保教学内容内购涵盖到每一名学生，同时保证政治课程

知识对学生有吸引力，学生能够快乐学习，从而达到提政治课程

教学质量的效果

通过对相关教学评价模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相关教学评价

机制从表面上来看是对课程中教师的教学活动形式进行要求，在

本质上是对传统的高中政治课程教学模式变革，从政治课程教育

观念和学生学习观念方面的重大调整。

二、构建课堂六环节评价

当前我国的高中政治课程教学活动一直采用的是苏联教育学

家加凯洛夫的“五环节教学法”，教学方式千篇一律，导致教师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只会进行意识形态的理论灌输，学生的思维

呈现出固化的现象。这样的教学模式完全与“素质教育理念”相

背离。在素质教育理念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以生为本”，

那么高中政治课程教学评价模式在构建过程中，要将评价重点放

在学生的政治综合素养发展方面，通过各类政治课堂活动和政治

论题来培养学生政治思维能力和政治表达能力，从而实现学生“德

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为了进一步优化我校的高中政治课程课堂结构，我校结合学

界研究成果提出了课堂六环节教学法：

（一）指导学生课前预习交流，确定本节课程教学目标

（二）合理分配政治课程任务，开展立体式的教学内容

（三）学生合作完成学习任务，培养学生合作探究能力

（四）通过师生政治课堂互动，拓展学生政治思维能力

（五）政治课程穿插课外知识，提高学生政治理解能力

（六）做好政治课后训练指导，巩固学生基础政治知识

从上述评价依据来看，“六环节教学法”更为注重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在教学内容上注重学生的思维交流与碰撞，注重启发学生

的灵感。这一教学模式是我校教育改革工作的重大进展。我校的政

治课程教育评价模式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专项评价内容，要求高中

政治思想课程要使学生先动起来，然后建立起从“课前预习教学”

到“课上政治教学”再到“课后专项练习”三大阶段的教学评价内容，

有效促进了我校政治思想课程的教学质量的提升。

三、建立全面化课程评价

与传统的教学评价模式相比，我校在设计政治课程教学评价

内容的过程中将“预习”阶段纳入到正式的政治教学课型中，作

为政治课程教学的第一环节，以推动高中生政治知识自主学习能

力的发展，这是一项实践创新的成果。在政治课程教学评价模式

的设计上，我校更注重学生在课前预习阶段对本节课程进行分组

合作展示，在课程学习中互动探究，通过展示学习充分发挥现代

信息技术和学生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在教学评价环节中，相关评价教师更注重于观察任课教师在

教学活动中有没有落实展示课的教学任务，着重构建全面化的课

程评价体系。以打破传统的“师传生受式”政治课程教学格局为

主要目标，坚持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做到“先学后教”“先练

后讲”“以学促教”，一系列的新理念以及成为我校的政治课程

评价活动的基本原则。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对高中政治课程构建教学评价模式的过程中，

我们应当认知到“教无定法”的前提是“教学有法”，在我国传

统的道家思想中，“有”和“无”是对立统一的，这种对立统一

的观念也应该落实到高中政治课程教学评价模式的构建工作中。

正如我校的崔校长所言，“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实在是不行了！”

因此，我们一定要带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促进学生政治核

心素养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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