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0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5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引言

根据2017 年的思想政治课程要求文件内容所示，倡导教师

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课程资源的挖掘以加强思想政治课程的课程资

源建设。高中政治课程资源主要包含选定教材、事实热点、知

识提纲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因为自我的认知水平、思考角度

以及生活经历等等主客观因素导致的知识理解错误也是一种重要

的学习资源，然而很多教师都忽略其重要的作用。某位心理学

家曾经说过：“无论什么教师，只要他不允许学生出现错误，

或者没有意识让学生犯下错误，那么他就失去了最好的教学机

会。”因此，教师应该允许学生犯错误并且能够利用这个错误

来促进犯错学生的成长，进而达成有效利用错误资源的目的。

1  正确认识错误资源

在利用错误资源过程中，教师承担的是发现并改正错误的角

色，因此高中思想政治老师对于错误的认识和处理错误的态度是

否正确直接影响到错误资源能否被有效利用。目前，有些教师

害怕学生犯下错误，甚至抵制、不允许错误的出现。在他们眼

中，学生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平时作业上犯下错误都是一件十分羞

耻、不可接受的事情，侧面反映出来的是自身教学方式的失败，因

此他们十分畏惧错误的出现。具体表现在某些教师认为好的公开

课具有上课流程通顺、学生发言积极且没有错误、师生积极配合

特点，因此在正式上公开课之前都会说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不会

的同学举左手，而有十足把握答对的同学举右手，最大力度地保

证课堂中不会出现错误的现象。错误不是天理不容，错误只是学

生不同于大多数普通人的思维或者思考的展现，教师可以通过学

生的错误来大概估计学生的学习水平和思维概况，同时教师也可

以通过错误来评估学生的大体知识掌握程度。与此同时，教师也

能够通过错误来反思自身教学方式的不足并且基于此进行有效的

纠正，从而创造出更加合理高效的教学方式和策略。因此，错误

作为一种宝贵却容易被人忽视的学习资源，教师要转变以往畏惧

错误的观念，勇于正面错误，并且积极分析、纠正错误，从而达

到利用错误的最终目的，以实现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中对错误的高

效利用。

2  抓住利用错误资源的时机

受制于传统课堂评价标准，在高中政治课堂上，教师面对

学生犯下错误时，要么采用回避的态度，要不以讥讽的形式让学

生反思自己的错误，甚至有些教师因为学生犯错误就体罚学生，

比如罚站或者靠墙蹲坐等等简单粗暴的惩罚手段。学习中的错误

是随着课堂教学活动的进行而伴随而成的，作为一种宝贵而又容

易受老师忽视的学习资源，其出现的时间少之又少，转瞬即逝，这

就要求老师要懂得抓住利用错误的时机，以一双明锐的双眼去捕

获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出现的各种方面的错误，使其成为提高学习

质量的“新利器”。例如：教师在讲授法律与生活《积极维护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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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时，教师可能会像学生抛出一个讨论话题，其背景如下：李

小二在街边进行违规摆摊以作为生活资金来源，这时城管工作人

员前来向其索要所谓的“租金”，李小二拒绝交费，结果城管人员

此时“依法办事”，不仅把人家的摊位打翻了，而且还殴打李小二

本人，如果刚好你就在旁边还听到了这段对话，你会怎么办？这

时学生纷纷进行讨论，有的说马上打电话报警，有的说利用舆论

媒体向执法人员施压，有的则像利用网络来进行维权……，这些

都是比较可取的方法。但突然这时，有一位同学认为李小二应该

什么都不做，忍一忍就过去了，毕竟自己也没有什么争论的要点。

很明显这位同学对此事的认识有所偏差，但老师并没有就此忽略，

而是将这个独特的观点写在黑板上，呼吁大家对此进行讨论。学

生就此对整件事情的性质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掌握了执法

部门要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算是执法部门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公民也要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从而能够有理有据地行

使自身的监督权。通过上述教学活动，学生不仅掌握了相关课文

知识，而且还提高了自身法制意识、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等等综合

素质。总的来说，教师及时抓住错误的出现，可以有效激发学生

对于课程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带来不一样的课堂效果。

3  巧妙设计错误

美国心理学家Rogers 曾经说过：“成功的课堂教学不仅依

赖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师生关系，而且还依赖于一种和谐积

极的课堂氛围建设。”因此在高中政治课堂中，教师理应要转变传

统的教学思维，认识到自身也是错误的制造者，不仅仅只有学生

会制造错误，而基于此，教师就能够根据相关的教学实况巧妙设

计错误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所以，教师要学会设计一些知识诱

导性的学习错误，来启发学生们的思考，让学生能够在发现错误、

分析错误和纠正错误的过程中，积极参与众人讨论的学习过程，

并在这个过程中提炼出错误的核心点，并且针对这个核心点制定

出有效的纠正方案。例如：在讲授商品两个根本属性时，为了让

学生能够深刻体会到这两个根本属性的具体意义，教师可以将一

些错误的例子，例如捐赠物资，超过使用期限的商品等等，有意

识地放入举例里面，之后悟性高的同学就是马上发现举例里面的

错误，然后轻声说：“过期商品或者捐赠物资不属于商品，因为他

们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或者不存在交换的过程”，这一声小小的歧

义立马引发了课堂上大规模的讨论，立马就有同学反驳道：“过期

商品的包装可以重新回收利用，所以也算是商品/捐赠物资存在

着公司社会名声与物资的交换过程，所以也是属于商品的。”这时

又有同学出面进行调和：“对于这类模棱两可的物品，应该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通过教师有意设计的错

误，能够使学生在讨论过程中认识到自身的认知错误，巩固自身

对知识点的理解，更好的纠正思维漏洞，有效避免考试时陷入“题

目陷阱”，与此同时，还能够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锻炼，极大地



    141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5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价的核心。想要建立科学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促进幼儿

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那么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构建的取向必须要

尊重学前教育，要体现学前教育的价值。以教师行为为核心的

班级教育活动应是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中心内容，托幼机构教

育质量评价工具应以教育过程为核心建构。有了完善适宜的教育

评价标准就为前进的方向做出了坚实的保障。

优质幼儿园为什么才会被冠以优质的称号，必定是经历过层

层筛选，依据公平公正公认的评价标准，从教育理念、指导思

想、办园特色、办园理念、园所文化、品牌竞争力等各方面

受到人们的认可。成就是昨天的，发展是永恒的，在辉煌的昨

天也只是过往云烟。只有在新思想的指引下，在当地实际情况

的结合下，在参与主体的积极主动下，才能把握当下，才能在

世界的洪流中扬帆起航。再优质的幼儿园如果不积极努力提高自

己，泯然众人也是其最终的归宿。那些优质园所正是在摸爬滚

打中不断摸索，才能走出一条适合时代发展适合自己的道路。

在人们对学前教育日益提高的要求中逐步发展自己，在质量评价

的督促中完善自己，优质高效的达成目标。实现以评促建，以

完善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来保证发展方向的正确性，从而更好的

提高学前教育质量，能够更好的实现优质幼儿园的建设。

3　小结

教育质量评价关乎着教育质量的高低，而我国幼儿园教育质

量评价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较少有关于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体

系的效果与机制的本土实证研究。还存在着评价主体单一化、

评价标准笼统、重视结构评价，忽视过程评价等问题，老旧的

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只能阻碍教育的发展。现代社会快速发展，

适宜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

建立一个完善适宜的教育质量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幼儿园想要

提高教育质量，一个完善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必不可少，要从

各项工作严格要求，要从各个方面获得人们认可，才能成为当

之无愧的优质幼儿园。把握方向、严格要求、提高质量，所

有幼儿园都能成为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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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整个高中政治课堂的上课效率，通过一个小小的设计性错误

以达成学生全面性发展的目的。

4  进行有效的错误纠正

在新课改的实施背景下，教师的授课任务不仅仅是向学生传

授知识，还应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吸收，在辅助纠正错误的过

程中锻炼学生的获知能力和自我思考能力，因此教师不应该把纠

正错误的事情全部包揽，而是应该积极引导学生发现错误，分

析错误和找到纠正错误的办法。由于高中课堂的时间限制性，

一节思想道德课程时长为45 分钟，教师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

内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够掌握课堂知识是很难做到的。因此，要

将宝贵的45 分钟课堂时间最大化利用就应该从学生的错误中入

手，采用辅助纠错手段进行教学性价比较高。

在学生自主进行纠错的环节中，教师起到的只是一个引导者

的作用，启发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举个例子，在

进行政治与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教授时，若有同学提

出：“省级人大代表会议具有最高的执法权等四大权利”。这时老师

不应该简单粗暴地指出这名同学的错误，而是可以亲切和蔼地说：

“最高这两个字是任何行政机构都可以用的嘛？”在老师的亲切引

导下，学生就会及时认清自己的认识错误，掌握“最高”这两个字

只能用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最高法院、国务院这类全国最高政权

机构的知识点。在学生认识错误的过程中，学生对某个犯下错误的

知识点会留下更加深刻的影响，也能够保持较为长久的记忆力，

学习效果更加的高效。对于没有能力发现问题的学生，老师也不

能够直接指出错误的地方，而是可以让班上的其他同学进行讨论

以找出错误的地方，让大家参与到发现问题的学习活动中，相互

补充对方观点中的漏洞，最后由老师进行补充总结，以达到再一

次巩固知识点的目的。

5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是一种值得挖掘的错误

资源，教师需要有一双“发现错误的眼睛”，并且能够分析出

错误中可利用的点，从而达到有效利用错误资源的目的。要善

待课堂中学生犯下的错误，并且引导他们认识错误、反思错

误、从错误中进行总结，革新了传统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在错

误中发展自身，为课堂增添多一份色彩。

参考文献：

[1]谢静.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时政资源开发和有效利用研究

[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下旬刊),2020(01):83-84.

[2]肖志龙.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时政资源开发和有效利用研

究[J].高考,2020(06):127.

[3]宁安全,石华.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时政资源开发和有效利

用研究[J].考试周刊,2017(79):143.

[4]沈磊.高中政治教学中时政资源的有效利用[J].中学教学

参考,2016(22):80.

--------------------------------------------------------------------------------------------------------------------

（上接 1 3 9 页）


	教育5期正文_140.pdf
	教育5期正文_14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