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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思政课堂教学中情景体验式教学模式的构建对策研究
严　胜

（沧州市教育局石油分局教研室，河北 沧州 062550）

摘要：随着新课程标准改革的不断推进，教师越来越注重学生的亲身体验。而情景体验式教学则可以大幅度地给予更好的体验。在

中学思政课堂应用情景体验式教学是教育与时俱进的一种体现，也是顺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本文重点分析情景体验式教学在中学思政

课堂中的具体应用对策，着重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进而达到优化思政课堂教学模式的目的，凸显出教育的灵活

性和开放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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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体验教学模式的主旨是激发学生的内在情感，将教学内

容融入到具体的环境之中，从而起到潜移默化的暗示诱导作用，

进而影响学生的语言和行为。在中学思政课堂中，教师需要根据

实际需求为学生创设具体的情景，为他们提供庞大的学习素材。

在这种情景下，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认知，改善教与学的关系，

让学生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而实现中学生素质、知识与

能力的全方面协调发展。

一、巧用多媒体课件，创设情景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很多教师已经熟练地将

多媒体技术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来。作为一名中职思政教师，借助

多媒体技术不仅可以节约课堂时间，拓展教学内容，还可以给予

学生感官上的享受，提升思政课程教学的效率。

（一）播放图片，创设情境

图片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比较广泛，在使用图片创设情景的

时候，教师可以将教材的插图、照片，寻找到的漫画、剪贴画全

部应用起来。但是因为图画内容的文字描述性内容比较少，因此，

教师在利用图片创设情景的时候，需要对其进行语言描述和讲解，

实现形神合一，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图片可以让学生更加喜欢

教学内容。

例如，在讲解“消费与生产的关系”这节内容时，教师可

以借助人们在不同时代结婚时置备的物件图片作为素材，来讲

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第一组图片时来自改革开放之前的

图片，那时候人们结婚只有具备“三转一响”便是非常不错的

家庭了，三转包括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一响则是指电视机。

第二组图片则是指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人们结婚需要具有三

金，即戒指、项链和耳环。等到了第三组图片已经不再是三个

物件，而是现代化结婚需要做的三件事情，即买车买房和旅游。

三组图片按照时间顺序呈现，说明了人们的消费水平得到得到

了大幅度的增长，而消费水平增长的原因则是由于社会生产力

水平的提升。

相比于教师单纯地运用语言讲解社会生产力的增加以及人们

消费水平的提升，利用图片可以让学生们更加清晰地看出社会发

展的过程。但是在面对一些比较复杂活或者比较专业的内容时，

仅仅依靠图片是不可行的，此时就需要其他方法。

（二）插入音频或视频，创设情境

声音和动作是学生们能够亲眼看到和听到的两个内容，也是

学生容易模仿的内容。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的关键时期，其模仿

能力比较强。根据学生的这个特征，教师将教学资源通过视频的

形式呈现出来。在现实生活中，电视、电影、新闻都可以被录制

成为视频，因此，教师如果将这些内容引入到课堂中，不仅仅是

对课堂教学的一种补充，更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例如，在讲解“股

票”的相关知识时，为了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股票以及股票交易信息，

从网络上搜索了一首专门由股票改编的歌曲《死了都不卖》。该

首歌曲形象地描述了股票交易时的各种场景。同时，教师还特意

搜索了一位博主制作的股票买卖的蘑菇云视频，将二者结合到一

起，便可以让学生通过视频和音乐来了解股票交易是一种高风险、

高收益的投资方式。这种教学方式可以丰富意境，显著提升教学

效果。

二、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

问题是思维发展的根本，只有发现了问题，才能够开动脑筋

去思考解决问题的对策，因此教师为学生创设问题可以激发学生

内心的探究欲望，不断地追求答案。尤其是在新课程改革之后，

要求教师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培养他们的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讲解《经济全球化》这一主题中，教师向学生讲解

了日常生活中随处见到的外国产品，如人们喜欢喝的可口可乐，

喜欢吃的肯德基和麦当劳，经常用的康佳、联想的品牌。然后教

师要为学生提出问题，引导他们深思。

教师：你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用到哪些外国品牌？为什么会选

用这些品牌的商品呢？

学生们相互讨论起来。

教师：那你们知道哪些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比较畅销吗？

学生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教师利用多媒体向学生介绍了一些中国在国际商场比较畅销

的商品，让他们认识到中国的影响力。

教师给学生进行总结：现阶段，我们不用再走出国门，就可

以享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商品。当然，全世界各国也可以选购

到中国的商品，我们能够轻易地感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便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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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中学思政课上，教师巧用问题来创设情境，可以提高学生

的问题分析能力，让学生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探究出解决问题的

对策，这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出学生的潜能。

三、借助实物演示情境

实物是教师在课堂授课过程中经常用到的教具。以实物为载

体，教师利用实物为学生营造一个场景。中学思政教材涉及到各

方各面的知识，从社会生活到国家政策、从乡野农村到哲学理论。

这里面势必有很多知识是学生没有接触过的。此时，教师就可以

借助实物给学生演示，将抽象化的知识变得形象，加强他们的理解。

例如，在讲解“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教师可以借助

氢气球进行演示。在课程开始的阶段，教师手里面拿着一把氢气

球，然后向学生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气球是自由的吗？”

学生未加思索，摇了摇头回答道：“不是，它被绳子束缚着。如

果气球是自由的，那么就会飞走。”教师走出教室，松开手，气

球瞬间脱离了手掌，开始升空。一个气球飞到树上，被树枝挡住了。

另外一个气球则是无限上升，直到看不见它的身影。此时，教师

向学生问道：“现在气球是自由的吗？”学生点了点头：“是！”

教师笑着问道：“那么大家思考一下，气球无限上升，最后会怎

么样呢？”“气球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会因为气压差，最终爆开。”“这

位同学说的没错，那么气球还是自由的吗？”同学们纷纷摇了摇头，

气球都爆炸了，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教师最终得出结论：自由

并非是绝对，虽然它受到了绳子和手的束缚，但是它还是存在的。

一旦气球离开了绳子的束缚，那么气球最终会破裂。所以自由是

一个相对的概念。同理，我们本节课即将学习到的“矛盾”也是

如此，同一性和斗争性是它的基本属性，并没有绝对的矛盾。

中学思政课本之中存在着很多的抽象化的知识，教师需要立

足于生活实际，将思政知识与现实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借助具

体的实物来分析相关的理论和观点，进而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

政治、文化、哲学等知识，帮助其心智更加成熟。

四、开展角色扮演，加深学生体验

在思政课程中存在着一个现象，那就是学生在虽然掌握了相

关的思政课程知识，但是却不知道具体怎么应用。举个例子，教

师带领学生们学习了“信用卡和现金支票”方面的知识，但是教

师将信用卡和储蓄卡放在一起对比，仍然有学生不知道哪个是信

用卡，也不知道如何用信用卡，也不会填写现金支票。又或者教

师带领学生们学习了钱的正确用法以及获得之法，但是内心的金

钱价值观念并没有得到改变，仍然采用错误的金钱观生活。这就

说明得到知识和应用知识是两个方面的内容。只有让学生学会应

用知识，才可以实现知识的内化。因此，教师可以采用角色扮演

的方法来帮助学生感悟知识。

角色扮演法主要是让学生扮演生活中不同的角色，来达到体

验生活的目的。当学生从扮演角色之中获得相应的体验和感受，

那么角色扮演法便获得了效果，这可以实现学生情感上的升华。

五、借助辩论，活跃课堂氛围

真理越辩越明，是非越辩越清。近年来，辩论式学习方式已

经成为情境教学的一种方式。思辨情境就是教师针对教学过程中

碰到的一些问题，引导学生通过辩论的形式展开的一种探讨问题

和切磋观点的教学活动。其本质就是调动学生探究问题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通过学生自己的思考和研讨，发现新知识，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讲解“文化生活”的时候，教师便可以组织学生开

展辩论赛。辩论的主题分别为“网络助推低俗文化的传播”和“网

络促进高雅文化传播”。教师将整个班级的学生分为两类。学生

们寻找符合自身主题的资料进行论证。辩论赛结束后，教师要进

行总结：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文化市场的活跃程度显著提升，

各种文化产品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不过这些文化产品既包

括一些负面的文化，也有一些主流文化。我们在对待文化产品的

时候，应该慧眼识珠，自觉抵制不良文化。同时网络监管部门还

应该对负面的网络文化进行管理和政治，还给大众一个干净整洁

的文化环境。

采用辩论赛的形式，是对学生主体地位的一种肯定。不过辩

论赛的开展并非是随意而为。在开展辩论赛之前，教师需要引导

学生准备大量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学生需要利用自己清晰的头

脑去分析辩论的情形，然后在合适的时机给出合适的建议。该种

辩论形式拓宽了学生思考的空间，让课堂教学气氛更加活跃，改

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是深度学习的体现。

六、结语

中学生的大脑正处于发育的关键时期，在面对一些比较抽象

化的内容时难以理解，其中这种现象比较明显的当属哲学类的知

识。加之思政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比较少，导致思政课程与

实际相脱节，这就导致学生认为思政课程没有太大的用处，学起

来也十分的枯燥乏味。情景体验教学可以为学生营造合适的学习

环境，将抽象化的内容转化为学生熟悉的场景或者问题，进而帮

助从形象化的角度来认识和掌握问题。因此，教师要善于在思政

课堂中巧妙应用情景教学的优势，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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