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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阅读提升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效性的思考
刘传喜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福建 漳州 363122）

摘要：阅读是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重要部分，能够拓展学生的视野，同时也能彰显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优势。目前来看，

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语文阅读教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教学模式单一、教学内容局限等，不利于调动学生的阅读积极性，也不利于提

升学生的政治素养。基于此，本文重点论述经典阅读提升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效性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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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典阅读提升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效性的价值

（一）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文本、感悟思想政治课的内容

阅读是能够使学生做到开卷有益。新时代背景下，落实阅读

教学能够使学生从多个角度审视阅读内容，便于学生深入理解文

本内容，进而强化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中，通过经典阅读活动的开展，学生能够深入理解文本内容，

感悟其思想情感，这种情况下便于学生把握学习方向，开展高效

的学习活动。与此同时，阅读也能调动学生的各个感官，让学生

的五官发挥协同作用，这种情况下也便于更好地向学生的大脑输

送知识，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接受更多知识，逐步强化学生的知识

应用能力。从一定程度上看，五官并用也能帮助学生强化对已有

知识的记忆，引导学生多层次、多角度思考问题，这种情况下也

便于开展高效的学习活动，使学生与文本进行深度互动，增强学

生的学习体验，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深化对高中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理解。从一定程度上看，阅读是理解文本的重要手段，通过

阅读，学生能够将“读”“思”建立有机衔接，便于学生深入感

受与领悟相关知识，强化学生的知识理解能力，使作品从感性认

知到理性认知，逐步领会文本的精髓。正如理学大师朱烹所言：“读

诵者。所以助其思量，长教此心在上面流转”，这也对教师的教

学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科学阅读，强化学

生的阅读体验，使学生深入感受文本内容。

（二）有利于陶冶学生情操，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

经典阅读活动能够启迪学生的心智，有利于帮助学生陶冶情

操，这种情况下也便于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普通高中思

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对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性质作了明

确规定：“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明确指出无论是教材的

编写或课堂教学，都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根本性质和任务，这种情

况下也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梳理学科知识，强化学生的语言应用能

力，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通过经典阅读，学生也能将理论

与实践建立有机整合，这种情况下便于学生将文本中的案例整合

起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领会字里行间的重要内容，

把书面文字难以表达或者根本无法表达的隐情妙趣抒发出来，在

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

（三）有利于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

力

经典阅读活动要求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将阅读的主动

权归还给学生，使学生能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通过这种方式也

便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将经典阅读活动引入高中思想政治理论

课中，能够促进学生学习意识的养成，使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将主动权归还给学

生，强化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使学生通过阅读获取多元化的知识，

逐步强化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通过阅读，学生能够深入理解高

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同时也能强化自主学习效果，从而使他们更好、

更主动地学政治、用政治，最终实现自我能力的超越，实现人的

全面而自出发展的需要。

（四）有利于健全学生的法治人格，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经典阅读活动有利于引导

学生健全自身的人格，这种情况下也便于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助

力学生个性发展。强化学生的法治意识是思政教育的要点，同时

也是难点。实际教学中，通过经典阅读活动的开展，学生能够从

多个角度审视学科知识，这种情况下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意识，

深入了解各种法律知识，进而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

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也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部分学

生在法律知识学习过程中，往往觉得这一部分比较枯燥，难以充

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基于此，可开展经典阅读活动，强化

学生的阅读体验，助力学生健康成长。通过经典阅读活动，学生

也能逐步规范自身的行为，认识到法律是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

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

二、经典阅读提升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效性的对策

（一）以课本为基础，强化学生理解能力

经典阅读活动开展过程中，要以课本为基础，逐步强化学生

的阅读理解能力，使学生深入理解学科内容，助力学生核心素养

的发展。实际阅读活动开展过程中，我们要课本为依托，灵活调

整教学内容，帮助学生理解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重要概念，

深入分析其原理。从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来看，内容精简，

对某一特定内容进行定量或定性的描述，有利于熏陶学生的心理。

《经济生活》知识点“纸币”为例，本节的教学重点为让学

生理解“纸币是由国家（地区）发行的、强制使用的价值符号。”

经典阅读活动开展过程中，我们要让学生以教材为依托，提取与

纸币相关的内容，逐步强化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通过预习本节

内容，提取以下三个要素：【要素一】明确货币的发行主体国家

和地区。教材中提到，“一国两制”这一构想下，香港与澳门陆

续回归祖国的怀抱。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作为地方行政单位，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授权下发行纸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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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以来，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日益密切，贸易呈现自由化发

展态势，在此背景下，欧洲一些国家成立了区域性的国家组织一

欧盟，从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内部经济的衔接，同时也统一了货币。

【要素二】具有强制性。客观来讲，货币发行过程需要结合国家

阶段性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且发行新的纸币，要废止旧的纸币。

以民国时期的纸币为例，这一时期的纸币为“袁人头”，随着时

间的推移，纸币被替换。【要素三】纸币的本质为价值符号。整

个商品流通过程中，纸币是一种价值符号，其本身没有价值，但

流通比较快。引导学生阅读过程中，不仅要理解理论知识，而且

还要深入解析每个文字，所谓“读书须仔细”，“一字值千金”，

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纸币的特征。

（二）灵活补充教学内容，增强学生阅读体验

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为更好地落实经典阅读，要根

据教学目标灵活补充教学内容，逐步拓展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深

入理解相关知识。

以《文化生活》“文化塑造人生”一框为例，实际教学过程

中，多数同学都能从中提取重要结论，如“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先

进文化给人以无穷的精神力量”，只有这一结论内容显得有点枯燥，

空洞乏味，不利于实现以理服人。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可灵活补

充相关内容，如引入毛泽东 1928 年创作的《井冈山》“山下连旗

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也可

引入 1934 年的《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

喜岷山千里雪，三车过后尽开颜”。将这两部分内容引入其中能

够帮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革命时期革命战士身上的爱国主义精

神，使学生在这一精神的引领下树立爱国意识。新中国成立以来，

无数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此

基础上也建立了新中国，走向了新的发展道路。经典阅读在高中

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引入，要着眼于当代社会发展和高中学生成

长的需要，重视阅读教学，帮助学生快速理解文本，充分发挥阅

读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三）涉猎不同学科知识，积累更多阅读经验

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涉猎不同学科知识，逐步增

强学生的阅读体验，使学生积累更多的阅读经验。在此过程中，

也要鼓励学生利用好课余时间，结合所学知识查阅相关的内容，

获取多元化的学习素材，从而积累更多的阅读经验。例如，阅读

过程中，可以引入成语和俗语，例如，我在给学生讲述“联系的

普遍性”时，引用了大量的成语和俗语，如“教学相长”“洛阳

纸贵”“唇亡齿寒”“城门尖火，殃及池鱼”等，使学生在脑海

中构建相应的情境，深入对这一内容的理解。再如，我在讲解“矛

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时，以民族服饰为切入点，借助多媒体给

学生展示了多元化的民族服饰，以维吾尔族为例，维吾尔族的男

子喜欢长袍，妇女喜欢在衣裙上套一件对襟小背心，男女都喜欢

戴小花帽；回族男子喜欢戴白色帽子，身着白布衬衫、黑坎肩，

而回族女子更喜欢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同时也喜欢佩戴项链、

耳环和戒指；以哈萨克族人为例，男子相对喜欢披羊皮大衣，穿

筒靴，而女子更喜欢红颜色的衣服，佩戴银色视频。当然，这样

的例子还有很多。通过经典阅读活动的开展，学生的视野逐渐开

阔，能够联系生活中的实际内容，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整合，同时

也能通过生活中的现象解释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某个知识。

这种情况下，整个课堂效率大大提升，整堂课就会变得流光溢彩，

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阅读积极性，同时也强化了学生的理解能力。

（四）学会精读和略读，把握政治阅读要点

对于经典阅读而言，常见的阅读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方式为

精读，第二种方式为略读，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阅读方式，

更好地把握政治阅读要点。从一定程度上看，阅读能力的形成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实际阅读过程中，我们要强化对学生阅读的指导，

这种情况下也能更好地把握教材的知识点，梳理更多的阅读观点，

逐步强化自身的阅读能力。教学过程中，我们也要为学生创造个

性化的阅读空间，鼓励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精读或略读，更好

地理解文本内容。精读过程中，要逐字、逐句、逐段、逐章对教

材进行钻研，推敲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重点内容，进而达到

融会贯通的目的，进而达到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目的。

以“政府的职能：管理与服务”为例，引导学生阅读过程中，

我们可以让学生略读课程内容，把握课程学习要点。在此过程中，

提取关键词、重点、难点等，通过略读相关内容，学生也能深入

了解政府的基本职能。与此同时，学生也能提取关键词管理和服务，

认识到政府的服务职能是评价政府职能的履行效果。此外，我们

也要指导学生精读，使学生深入解析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

了解我国政府职能的具体内容，如保障民生、国土安全、组织经

济建设、文化建设、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这种情况下也能使学生

把握学习要点，逐步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强化学生的综合

学习意识。

（五）学会比较阅读法，加强知识点的巩固

比较阅读法通过让学生寻找两个重点对比项目，在此基础上

也能强化对重要知识点的巩固。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这一内容为例，阅读指导过程中，我们可以让学生提取自己容易

混淆的概念，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等，列表格对比相关内容，明确各种大会

的重要意义，通过对比分析，学生能够认识到第一个发挥制度是

一种典型的政治制度，第二个制度是全国和各级权力机关，通过

对比分析，深化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

综上，经典阅读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也能强化

学生的阅读意识，增强学生的阅读体验。实际阅读指导过程中，

教师要改革以往的教育理念，以课本为基础，强化学生理解能力；

灵活补充教学内容，增强学生阅读体验；涉猎不同学科知识，积

累更多阅读经验学会精读和略读，把握政治阅读要点；学会比较

阅读法，加强知识点的巩固等，全面增强学生的阅读体验，强化

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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