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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教学法视域下中职学校思政课教学的意义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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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政课教学是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新时

代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人才的新要求不相适应，秉持在思政课教

学中运用积极教学法，有助于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提高团队合作、

激发批判性思维等终身发展所需主要能力，促使中职学生不断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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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3 月 19 日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关键课程”。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

的教师教学国际调查发现，大多数教师秉持在学校教学中采用积

极教学法实践，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终身所需技能，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因此，若将积极教学法实践于中职学校思政课教学中，则

将提高学校立德树人的实效。

2020 年教育部印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20

版）》中要求秋季学期开始，中职学校执行思政课新课标，“要

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注重引导其在活动体验、合作探讨中学

习”“给学生自主探讨、感悟内化、实践体验的机会”[2]。这些

新课标重在强调中职学校思政课教学要注重强化学生主动思考、

分析批判、团结协助等能力的培养，而经合组织所倡导的积极教

学法正契合了新标准的要求，有助于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本文浅析中职学校传统思政课教学现状的基础上，就积极教

学法在思政课教学中对中职生综合能力发展的主要意义进行探讨。 

一、何为积极教学法

“积极教学法”（Active Learning）又被称为为积极教学、主

动学习、活动学习等。国外对积极教学法的描述和研究较多，总

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者个人主动

探究观念、解决问题，并应用所学；从教师定位来说，教师是教

学过程中的引导者、支持者；教学过程即使用“能够促进学生主

动学习的一切有效活动”；在学习评价上采用“能力本位”式评

价方式，促进学生构建知识、技能与态度综合领域的发展。其实，

将积极的、有效的教学方法运用到当前的课堂教学中，帮助学生

主动地参与到与学习任务相关的实践活动中，对于改进课堂教学、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升教育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二、中职学校传统思政课教学现状

（一）中职学校传统思政课氛围更注重“静态”

课堂氛围的活跃能够激活学生的即时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调动学生课堂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中职学校传统思政课

教学以教师为主，课堂上自始至终在讲授已经安排好的教学内容，

几乎绝大数教师是照本宣科，学生是教师的忠实聆听“粉丝”。

教师要求学生既要时刻保持积极的精神状态，还要对其上课的重

要内容加以默默识记，这才能说明学生上课在认真学习。但师生

之间互动很少，甚至没有，即时有互动，也是教师与个别学生简

单的一问一答。教师担心过多的互动将影响上课进程和教授内容。

缺乏笑声、互动、讨论、争辩、期待以及自我表达参与的思政课

堂教学，也许有意义但却没有意思，因为教室气氛沉闷压抑、毫

无波澜，学生一片昏昏欲睡。这种“身体在场”而“思维退场”

的思政课堂教学，不可能真正触及学生的灵魂、塑造学生的灵魂，

必然会成为规训式、被动式毫无生气活力的“课堂独白”，不利

于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调动。 

（二）中职学校传统思政课重视度已被“弱化”

良莠不齐的中职生来源使得教师难教、学生厌学的局面众所

周知。首先是中职学校对思政课教学重视不够，使得学生对思政

课教学认识有偏差，从而忽视了其重要的育人地位。其次是中职

生原本学习基础普遍较差，而思政课教学本身理论性较强、较抽象，

学生对此缺乏足够的学习兴趣，思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昏昏欲

睡的表现随时可见。

最重要的是传统思政课教学方法采用填鸭式，强调知识的传

授和灌输，忽视了他们思维活跃、好奇心强等个性特点，忘却了

他们喜欢以小组合作、讨论式等积极方式来体验学习、领悟知识、

增进交流。另外，长期以来，中职学校的思政课教学绝大多数采

用单一的卷面考试来评价学生学习的效果，这种评价机制容易使

学生形成考前死记硬背、临时抱佛脚，而不重视平时课堂教学的

理解、思考和学习，进而演变成教师为考试而教，学生为应考而学，

这种认识偏差成为当前迫在眉睫解决的“实事”。

三、积极教学法对中职生综合能力提升的意义

2019 年 3 月 19 日的全国思政教师座谈会让思政课跃升为铸

魂育人的“金课”，随后其改革也蹄疾而至。今年教育部印发的《中

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20 版）》就中职学校思政课教

学如何加强学生主动学习、合作探究、批判分析等能力的提升作

出了相应的改革要求，而当前经合组织大力倡导在各校课堂教学

中推行积极教学法恰逢其时。

（一）有助于学生主动学习

一位哲学家曾说过，未来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

学会怎么样学习的人。对于新时代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会学习

则就视为文盲。在中职学校传统的思政课教学中，学生始终是一

个知识的接收器，总是在等待着教师传授真理，这样的教学法仅

仅是注重和强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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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校思政课教学中采用积极教学法，则更加注重教学的

过程——从“不知”到“知”、由“知”到“信”的自主转变，

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自觉成长。由原来的“喂食吃”，

变成现在的“找食吃”，从过去的“要我学”变成现在“我要学”。

这个过程主要由学生自我独立思考、自我探究来完成。因此，积

极教学法的中职思政课教学特别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

（二）有助于学生团队合作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于 1986 年提出了教育的四大目标之一就是

要让学生“学会合作”（Learning to co-operate）。在校时期的中

职学生不学与人合作、不善与人合作、不会与人合作、不能与人

合作，将来走向社会定将一事无成，甚至要遭到社会的孤立或遗弃。

学会合作，这是新时代青少年适应环境、融入社会必备能力，因此，

必须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予以重视和积极培养。

中职学校思政课教学中运用积极教学法，促进了学生团结合

作能力的提高。积极教学法的中职思政课课堂给予学生很多相互

协商、讨论交流的机会。课前，他们要讨论交流，形成解决问题

各种方案；课中，要积极与其他小组互动，发表观点、表达思想；

课后，还要积极反思、总结和提升。

这种时刻充满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学习，让学

生不断在尊重他人、欣赏长处、包容不足、宽容失误、诚实守信、

积极负责、热心帮助等氛围中磨砺成长，感受“团结就是力量”、“合

作就是共赢”的集体智慧，体验与同伴们交流、切磋的快乐与幸福，

增强对共同协作成就的情感认同，激发他们更加勤学习、善团结、

乐合作团队意识和合作能力。

（三）有利于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有学者指出，批判性思维是由批判性精神和批判性技能两个

方面构成的。所谓批判性精神就是一种自觉地对认知对象进行批

判的心理状态、意愿和倾向。批判性技能则是思维进行有效批判

时所必须具备的“审、查、判、断”的技术和策略。

在中职学校思政课教学中运用积极教学法，重在教师把

中职学生看成是一个有自由意志、人格尊严、自主的个体，

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对既有的观点及其视角、证据、表达方式

等 进 行“ 检 验”“ 辩 护”和“再思考”，激发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意识，包括独立意识、开放心理、主动思考、尊重他人、

不迷信权威、自我矫正的愿望等，促进学生明辨是非、直面

各种社会中的错误观点和思潮，大力传导主流意识形态，这

是批判性精神的体现。

另外，思政课教师课前布置任务或项目，要求学生独立思考，

主动解决问题，重在训练中职生思维和推理过程，这些比特定的

教学内容更重要、更有意义。通过学生对解决问题方案的思考分析、

推理检验、审视判断等主动构建，使他们加深了对批判的主观理解，

积累了有效批判必须具有的技能，懂得既要“勇批判”，还要“善

批判”，更要达到“君子同而不和”的至高境界。

（四）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中职学校思政课教学中运用积极教学法，最大程度促进了学

生的全面发展。在独立学习中，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和任务主动去

探讨和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提高了他们自主学习力；面对信息

海洋，学生要在自主评价中做出信息的选择，不断增强了他们处

理信息的选择能力；在合作学习中，给予学生更多与其他的团队

成员进行沟通、协商的机会，在实践中强化了他们团队合作能力；

在讨论交流中，为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让同伴易理

解，不断促使中职生加强思维逻辑能力和简洁明晰语言表达能力；

在各种观点的相互碰撞中，锻炼了学生从客观实际出发、辩证思

考问题的逻辑思维。总之，不断促进中职生综合能力的发展是当

前推进积极教学法进入思政课堂的必然要求。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职学生正处在人生成长的“拔节孕穗

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中职学校思政课教师一定要发挥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上好思政课，不断提升中职生终身发

展所需能力，促进中职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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