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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教育源于生活，归于生活”。从本质上看，高中学生学

习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以后可以更好的生活，最大限度的将高中
思想政治的实用性价值体现出来。生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比
较紧密，只有使用生活化的内容，那么才可以缩小学生与思政
之间的关系，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并在积极的态度下，形
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1]。高中思想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是现
实的需要。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方式，丝毫体现不出思想政治
课程的功能和价值。生活化的教学模式，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
学习的兴趣；另外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在深刻的体验中，感知到
情感的共鸣。从政治的角度理解生活，消除学生偏激的认知。
利用政治知识解释解决实际问题，帮助学生更轻松地理解和学
习。鉴于此，如何实行生活化的教学模式，提高高中思想政治
教学水平？就成为了目前形势下，需要探究的重点。

2  高中思想政治实行生活化教学的模式建设路径
2.1确立生活主题
对于高中学生来说，不管是以后需要继续深造学习，还是

直接步入社会进行工作，都需要思政教育进行生活化的体现。
此时，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在以学生为本的基础上，树
立科学的政治教学观念，让学生充当学习政治的主人，提升知
识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生活化教学模式的构建过程中，教师就
可以根据生活实际，让学生感知到思政就在大家的身边。生活
化的内容还可以加大学生的理解和认知，感知其中的思想共鸣与
感悟，明确生活化的主题，构建有效的政治观点。有效的将学科
知识和生活现象结合起来，加大教学的建设力度，保持合理的建
设和发展需要。例如：在学习高中思政“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作
用及其基本职能”的相关内容时，教师就可以先使用生活化的东
西，分析不同的结算方式，并对这些结算方式进行有效的对比。例
如：金银、纸币、账面结算等。然后，教师就可以使用多媒体的
方式，将相关的资料和视频呈现到学生的视野当中。学生在感知
到货币的职能之后，就可以理解支票、信用卡和外汇在现实生活
中的使用方式[2]。并且在教学目标建设的基础上，明确不一样
的情景，货币的价值是不一样的。生活化的内容加入之后，货币
的作用和职能就可以很好的诠释和理解，学生也会感到思政的实
用性。

2.2探究生活疑惑和问题
高中思想政治实行生活化教学的模式在建设的路径中，需要

使用创设生活化情景的方式，加大基础建设，将知识和情感的体
验相互融合在一起。对于高中的学生来说，学习压力较大，在上
课的时候难免会出现紧张的情绪或者是学习的挫败感。如果仅仅
使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那么就很难满足现代化的教学需求，
也很难让学生从本质上完成相关知识的吸收。此时，教师就需要
结合实际情况，构建有效的生活情境，提升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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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用思想政治的知识来看待生活中的问题，学会思考和分析问
题，加大知识和问题的理解。例如：在学习“市场经济”的过程
中，教师就可以结合现代化的建设实际，对理论的知识部分进行
有效的梳理，让学生在真实的实践场景中，感知到市场经济的主
要内涵和价值。此时，教师就可以将市场经济的知识与当前的房
地产产业相互结合起来[3]。将国家近几年控制和调整房价计划呈
现到学生的视野当中。使用思政的内容就可以解决房产市场经济
调控的主要成因问题，为投资等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此
时，学生一方面会加深对市场经济理解；另外一方面会学会思
考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倾向，为以后的工作和投资奠定良好的基
础 。

2.3解决生活实践问题
高中思想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在实施延伸的历程中，主要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学习课本的理论知识，并将理论的部分和生
活实践的部分相互结合起来，以此来达到解决生活问题的目的。
提高教学的开放性，挖掘教材中和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开展
生活实践延伸政治课堂，尝试用所学的政治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构架完整的知识点，重塑知识，为学生以后的工作和学习奠
定良好的基础。例如：在学习“我们的中华文化”的时候，
教师就可以合理的引导学生到现实的生活中参观博物馆，并且在
真实的体验中感知到我国上下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4]。一种自
然而然的自豪感与责任感就会被激发。另外，学生还可以使用
课余的时间参与社区选举、艺术展览等活动。使用所学的知识，解
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思政教学的质量。让学生在参与中，学
会感悟，在感悟中，真正走进社会，走进生活。

3  总结
随着社会的进步，高中思想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在建立的过

程中，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善于挖掘生活中的政治学习资
源，构建生活化的情景，让教材知识与生活元素相互结合起来。进
一步使用生活化的案例，调动学生学习思政教育的主观能动性，
达到学习的最高目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
强课堂有效性，提高政治素养。可以最大限度的使用政治知识，解
决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为高中学生以后步入社会奠定良好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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