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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时事政策教育，提升学科核心素养
——寄宿式学校《道德与法治》学科时政教育方法探讨

龚慧霞

（广州市白云区培英实验学校，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公共参与是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之一，了解新闻、点评时政、参与社会建设是培养学生公共参与素养的重要渠道。寄宿式学校

学生在校时间长，师生、生生相处时间长，相对而言，更多机会接受校园环境教育，而较少机会与外界沟通交流。基于以上特点，我们

从校情出发，构建“以政治课程，校园环境为主，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为辅”的“四位一体”时政教育体系，使寄宿式学校的时政教育

可以跳脱出单一的传统模式，实现时政教育的“课程化，校园化，家庭化，社会化”，并遵循“循序渐进，分层引导，贴近学生，贴近

教材”的原则，以发挥时事政治的最佳德育功能，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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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寄宿式学校时政教育现状

时政教育是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 . 是对德育课教材的补充和

延伸。开展时政教育对于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激发爱

国主义情感，逐步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和价值观，培养学科核心

素养，与时具进的理解教材内容和增强时代感、使命感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

寄宿式学校学生在校时间长，师生、生生相处时间长，相对

而言，更多机会接受校园环境潜移默化的教育，而较少机会与外

界沟通交流，特别是获取时政的途径和频率以及便捷程度都不同

于非寄宿式学校。因此，更有必要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因校而异”

的加强学生的时政教育，发挥时政教育的德育功能。

二、寄宿式学校时政教育的方式方法：“四位一体”法

基于寄宿式学校学生在校时间长而与外界相对隔绝、获取信

息渠道少和信息更新较慢的特点，我们构建“以政治课程、校园

环境为主，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为辅”的“四位一体”时政教育

体系，使寄宿式学校可以跳脱出单一的传统模式，实现时政教育

的“课程化，校园化，家庭化，社会化”。即通过各种形式，在

政治课堂教学和课后作业中融合时政教育，并且利用学校的德育

环境，以及取得家长的配合，还可以鼓励学生参与到社会的时政

活动中，使学生无论在校内、校外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时政教育，

于无形中提升自我的思想道德水平。

（一）课程化：时政教育在政治课程内部常态化

利用政治课堂教学和课后作业，融合时政教育，并在校本课

程中注重加强时政传播。

1. 课堂——利用课堂教学，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时政：

（1）课前 5 分钟的“时事开讲”

从七年级开始，在每节思想品德课开设“时事开讲”环节；

由学生自己收集材料，并谈谈对时政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慢慢

渗透政治角度看问题的方法和方式。引导学生如何去看一则时政，

再牵引至如何理解试题中的材料；由图片时政，漫画时政发展到

文字，图表时政。

（2）课前 5 分钟后“我看天下事”

九年级由于时间的关系，改由教师选取材料，学生课堂思考。

原因在于寄宿式学校，学生的渠道不及非寄宿式学校的学生，而

且也没有那么快捷；教师选取材料更快捷也更贴近九年级的教学

要求，利于提高时政教育的效率，由长期准备改为学生当堂思考，

也是学生在八年级自己长时间准备基础上的一个提升；如关于中

美关系的探讨，让学生在了解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感受国家的发展

和民族的崛起，感受国家发展的挑战，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3）在教学中融入时政教育

新教材要求教学要贴近学生，贴近生活，所以在日常教学中

我们都会引用大量的时政新闻，甚至在试卷的解答过程中亦如此。

比如在考试中有一题目为“我们中学生如何为广州市的河涌

整治做贡献”，我们由此引出广州治理水的相关新闻：广州三年

来整治珠江，提高污水处理费用，阶梯式的水费体制，河长制的

推进，进而引出国家落实“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和提高国家治理

能力的具体实践；使学生懂得由小及大，再由大及小的道理，全

方位的理解“节能环保”在不同层次的落实问题。以及关注身边

的大事，认识到自己作为广州市小主人的责任。

（4）时政知识竞赛

每一年学校三个年级开展时政知识的比赛，每两年参加各级

各类时政知识竞赛；每一次竞赛都能在全校范围内引发同学对时

政的关注。

2. 课后——善于利用课后时间，培养关注时政思维

（1）作业“一周大事”

安排学生回家时看新闻，并选取一则谈谈自己的见解，要求

运用所学知识；如有同学选取了“国外提倡生态妈妈”的新闻，

谈到生态妈妈在生活中遵循着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原则，如自

备购物袋，购买不含氟的冰箱和空调，教育孩子不践踏草坪，不

攀折花枝等，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日常生活中对于自然和

生态的关爱，一种人类对于环境应有的关怀。

（2）新闻报刊

学校为班级征订报刊，鼓励学生自己也订阅一到两份新闻类

刊物。便于获取时政新闻素材。

（二）校园化：搭乘学校德育的春风，构建立体时政教育

体系

充分利用学校德育环境：报栏，广播，网站，升旗仪式，新

闻电视，竞赛和报纸等等，对学生进行时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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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学校利用多媒体播放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让学生充

分认识了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的成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艰难进程，体会民族的坚强和坚韧，体会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

是使命感和历史感，增强学生的爱国意识和责任意识。

再如：充分发挥学校广播的立体媒体作用——校园的“旭日”

广播站每天会在三个时段开播：中午 2：20~2：30，下午 18：

45~19：00，晚上 20：25~20：35，在每一个广播时间，学校都会

适时的播出最新的新闻，并在某一个时间段附上简单的时评。

（三）家庭化：争取家长配合，营造家庭时政教育氛围

我们建议家长允许学生在回家时看电视，特别是新闻和优秀

的时评类节目，让学生理解时政的同时，懂得如何去点评时事，

如何看懂时事。并建议有条件的家长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共同探

讨时政热点，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探索能力和沟通能力，同时

在这个过程中增进学生与家长的感情和互动，营造良好的家庭时

政氛围和家庭交流氛围；我们也建议家长在安装安全软件后允许

学生利用网络，通过微信、QQ、微博和专用博客与教师交流，反

馈信息，提出疑问。

（四）社会化：以各种方式延续校园和家庭外的时政教育

1. 专用博客交流

教师开设专用博客，便于学生在网络上沟通交流。学生对于

新闻时政有疑惑的，都可以在博客上与教师沟通和交流。在博客中，

由于网络的特性，学生有时会匿名提问一些较为敏感而在实名情

况下不敢或不愿提出的疑惑。

2. 鼓励学生参加各种时政的社会活动

如我们鼓励学生旁听《羊城论坛》关于“公交地铁月票优惠

方案”的大讨论，当然，出于学生安全的考虑，我们这种活动比较少，

但从已参加的同学反馈回来的意见可以发现，学生对于能直接参

与到社会活动很有积极性。

3. 鼓励学生行使建议权和监督权

比如，有学生看完有关“当地有住户春节前被入室偷窃”的

新闻很是忧虑。我们鼓励学生提出安全措施，并将这些措施建议

交给当地派出所。在关注新闻的同时，更实现学以致用。有学生

对学校旁道路交通拥堵提出增设交通灯的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

高度重视。

三、在时政教育中实现德育功能，培养学科核心素养

时政是最鲜活的教育实例，时政学习的过程就是学生自行接

受教育的过程。我们发现，在某些时候时政比起相对固定的教材

内容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市民生活

痕迹，在选取为时政的同时，学生也感受到它们的德育功效。

如：九年级学生在点评“生态妈妈”新闻时，感悟到我们人

类应该在经济行为，消费行为中给予自热关怀，给予其他生命呵护，

关爱，这种超出人类的情感，以教师的简单说教是很难让学生有

深切体会的。

再如：学生在点评交通拥堵问题时表现出对本市问题的极大

热情，充分发挥了作为小主人的积极作用，并深化了同学做为主

人翁的责任感和参与感。

可见时政教育运用得当将发挥很好的德育功能。在时政教育

中融入德育，将使德育更自然，效率更高。同时也有力的推进学

生公共参与的学科核心素养。

四、开展时政教育的原则和注意事项

（一）循序渐进

初中学生的学业负担比较重，因此，时政教育应符合学生身

心发展的规律，慢慢渗透到学生的生活中，而不是猛然间增加，

这样会使学生产生反感，从而厌恶时政，将其当成负担；比如，

在初一生中，我们只要求她们了解时政，知道目前国家发生的大

事，不要求她们对此有什么深刻的认识；而在八年级，我们要求

学生在收集时政的同时，有自己一定的理解，看法，无论是否成熟，

只要学生开启自己的思考，就可以了；上升到九年级，学生不仅

要收集时政，而且是要贴近自己所学知识的时政，并且通过各种

途径，方法，运用所学知识分析时政，表达自己的理解。要形成

一定的思维逻辑，开始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层面的东西。

时政新闻点评培训安排表

年级 素材选择 教材知识运用 点评分析

七年级 自由选择 点评中有教材知识 自由点评

八年级 根据教材知识选择 能精准运用教材知

识，

有步骤，

有框架

九年级 社会时政热点、重

大新闻

能将教材知识与时

政恰当整合

有一定逻

辑性

（二）分层引导

即使是同样的时政，对于不同的年级我们的要求不同，引导

方向，分析角度也不同。如有同学曾选用“工人跳河威胁，只为讨薪”

这样的新闻，我们引导七年级学生认识生命的宝贵，要敬畏生命，

珍惜生命；引导八年级学生时则会提到法律中的权利和义务，九

年级同学则要求能从生命，法律，社会主义制度等几个角度综合

分析。

五、结语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告诉我的，我会忘记；给我看的，我

会记住；让我参与的，我才能理解。”对于时政教育同样如此。

传统单一的模式收效甚微，作为寄宿式中学，从校情出发，

利用学生在校时间长，师生，生生相处时间长的特点，以各种学

生喜闻乐见，乐于参与的具体形式，为学生搭建“以政治课程，

校园环境为主，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为辅”的“四位一体”时政

教育体系，实现时政教育的“课程化，校园化，家庭化，社会化”，

能有效的发挥时事政治的最佳德育功能，提高了学生的思想道德

水平，推进学生道德与法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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