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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课堂教学环节为例浅谈政治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张　彦

（安徽省淮北市第十二中学，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任何一个优秀的教师，他必须是一个善于激起学生对自己课堂的兴趣，确定自己课程吸引力

的老师。”在任何时候，兴趣都是最好的导师，课堂上，让学生在乐中学，在乐中成长，是我们每位政治教师的职责。思想政治课堂教

学中充满趣味性的地方很多，可以在开头，也可以在教学中间，还可以在结尾的时候，作为一名有着十几年教龄的一线政治教师，下面

我从导入及教学过程这两个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谈谈我的看法。

关键词：导入；思维；趣味；理味

一、导入——让课堂伊始充满趣味性

课堂导人是上好一堂课的重要环节，精彩的导入可以从课堂

开始就能抓住学生，吸引学生，起到“未成曲调先有情”的效果，

这也是一堂课成功的一半，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探索欲望，进

而为学习新知识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老师要在导入上下一番功

夫。在十几年的政治教学中，我摸索到一些好的方法：

（一）图片导入，营造气氛

随着多媒体走进课堂，多媒体对教学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

政治教学中运用图片导入可以让学生直观地认识自己所学的教学

内容，从而增强教学内容的趣味性。例如，我在讲解必修一《经

济生活》的第一框“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时，就用多媒体展示

各国的纸币，并且让学生思考“为什么说金钱不是万能的，而没

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进而开展教学，激发学生的热情。再如“信

用卡、支票和外汇”这一框题，我用多媒体展示我市大润发超市

里现金消费、刷卡消费和移动支付消费的图片，并让学生思考“为

什么大家更使用刷卡卡或刷脸消费”那“用支票可以购买吗”，

进而引入课堂教学内容。

（二）歌曲导人，活跃思维

政治教学中用音乐导人能贴近学生，特别是引入一些流行歌

曲，都缩小与学生之间的代沟，引起学生的共鸣。例如在“储蓄

存款和商业银行”这一框题中，我用歌曲《越来越好》引入，并

进一步设问：“生活越来越好，人们的收入越来越多，那么多余

的钱放哪儿呢？”学生直接说出“商业银行”，这样就直入课堂

教学主题，从而激发了兴趣。在讲解新教材必修一“伟大的改革

开放”这一框题时，我用的是李谷一的《乡念》这首歌导入，讲

到改革开放为什么先从文艺界为先导，然后再讲改革开放的相关

知识，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实物导入，直观展示

让枯燥的政治课本贴近生活，更具直观性。高中学生具有一

定的认知水平，用实物导人能让书本知识变活，会调动学生的思考。

我在讲“影响价格的因素”时就展示了我的早餐（鸡蛋、牛奶、面包），

学生们看到鸡蛋很诧异，然后我发问：“大家知道鸡蛋最近的价

格吗？”同学们回答不一；我再进一步地问：“鸡蛋价格上个月

的和最近的有变化吗？”进而引入新课，离学生最近的生活现象

学生才最愿意学习。再比如“文化创新的途径”这一框，我拿出

雕刻了名字的米粒，学生非常高兴也很好奇，我开始介绍我国的

雕刻艺术，学生听得很专注很用心我也很自然地就引入到了文化

的传播和文化创新这一块知识点，课堂气氛融洽，课堂效果也很好。

（四）视频导人，妙趣横生

多媒体集听觉、视觉于一体，信息容量大，把视频搬入课堂

有利于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例如，在讲解“国家财政”这一框时，

用神州八号与天宫一号的成功对接来导入，在播放视频前我就提

出问题：“这一伟大的工程所用的资金是谁出的？”学生回答：“国

家出的。”从而引人新课。再比如在上哲学生活“人民群众是社

会的主体”这一框题时，我用的是江西十八洞村脱贫致富的视频，

带着问题思考：“十八洞村脱贫致富谁发挥了主导作用？”学生

从视频中自然得出了劳动群众的主导作用。

（五）时政热点导入，增加时效性

与时俱进，把课堂知识与时政热点相联系是政治课堂的一个

特色，也是一大亮点。一般情况下，学生对政治课本普遍感觉比

较枯燥，如果在上课之前用一段最新的时政热点导入，用理论知

识解决现实中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这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学习政治

的兴趣，还可以增加教师的魅力。比如我在上《文化生活》最后

一框题“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时候，就引用了 2020 年感动中国

的人物，生命卫士——钟南山的事迹，从而引发我们每个人要有

奉献意识、责任意识，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六）用故事或疑点导入，发人深思

在政治课堂上用故事或疑点导入最适合《哲学生活》，一篇

小寓言或小故事往往能发人深思，例如我在讲系统优化的方法时，

我用田忌赛马的故事，得出系统的一个特征：优化趋向。在讲矛

盾的基本属性时，我用的是夫妻二人的相互关系的小故事得出，

矛盾两大基本属性之间的联系，矛盾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

并为同一性所制约。事实证明，一篇精辟的小故事或寓言，能调

动学生求索的热情，把书本知识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可以激发学

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高涨的学习热情，使探究新知识的认知活动

变成学生的心理需求，并能让学生从思想上明辨是非，摆正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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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导入方式多种多样，我认为以上几种方式对增强政治

课堂的趣味性有很大帮助。当然像直接导人、复习导入及谈话导

人等方法，如果教师能够运用好语言，采用幽默诙谐的方式来导入，

那么对增强课堂的趣味性也会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教学过程——让课堂主体有理味性

教学过程是课堂数学的主体部分，也是用时最多的部分，所

以作为教师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环节上。这一环节主要是解决

教学重难点，如果这部分处理得好，会让整个课堂充满趣味性。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我谈一下我的体会。

（一）用角色定位解决教学重难点，让学生成为解决问题的

主人

这是一种假设情境，让学生成为情境的主人翁，进而找

到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样会增强课堂趣味性，激发学生兴趣。

例如，我在讲解“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这一难点时，用

多媒体展示原始社会末期的“物物交换”的场景，让学生思考

怎样才能使交换成功从而换回自己想要的商品。这种假设让学

生以主人翁的身份去思考，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出了一

般等价物。角色定位是让学生参与其中，这样，学生才能体会到

乐趣。再比如在讲解价格变动会引起需求量变动的一般规律这一

知识点时，我首先在多媒体上展示超市促销的图片，然后提问：“假

如是你，那么你会怎么做？”由此讲解这一知识点。并进一步让

学生观察图片中的不同商品，并让学生思考：“面对不同商品的

价格变动，你的需求量会有相同幅度的变化吗？”引导学生理解

生活必需品和高档耐用品的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很好地突破了

教学的重难点，学生参与其中，兴趣浓厚，课常效果也很好。

（二）用辩论的方式解决教学重难点，激发学生的思考，活

跃课堂气氛

辩论的方式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能调动自己已有的

知识来解决新问题，这样更易于学生接受新知识。例如在“色彩

斑斓的文化生活”这一框里，我为了突破“大众文化”这一重点，

设置了一个辩论赛环节：经典文化和流行文化谁的价值更大？通

过辩论让学生认识到了无论是经典文化还是大众文化，只要是人

民大众真正需要的、先进的、健康有益的文化就是我们所倡导的

大众文化。教学过程中增强课堂教学趣味性的方式、方法很多，

只要能够运用得当都会收到好的效果，趣味性也会得到体现。

（三）精导探究，优化议题的情境，激发学生发散性思维，

鼓励质疑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教师提出问题后，不要急于要学生回答，也不要急于多次重复问

题，问题提出后，可以先沉默一点时间，留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

而在这段时间里，学生的注意力最集中、思维最活跃、记忆效率

也是最高的。教师在在教学活动中应努力创设一个宽松的教学环

境，特别爱护和尊重学生的个性，不要怕学生问问题，多鼓励他

们大胆发言、积极思维。教学中针对学生回答不完整或片面甚至

错误的情况，教师应该做适当引导、点拨，合理地设置问题的层次，

让学生深入思考，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

教师不能当场回答出来，不能回避问题，更不能给学生一个错误

的答案，可以大胆地跟学生说，“你提出的问题非常深刻，老师

也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课后希望和你们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最能考察教师的综合素质，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的合理效果。教师

应针对教材中比较抽象难懂的经济学现象、哲学原理或政治生活

道理等巧妙地提出问题。这类问题要有一定的深度，具有思考的

价值，能引起学生认识的升华。教师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要注

意引发学生去探究、思考、解决问题，从而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四）优化教学环节，给课堂一点“留白”

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大部分老师普遍追求把每一个知识点都

讲得到，生怕哪一个知识点没有讲到位，也希望每一个学生能弄

懂课本上的所有知识点，出现了教师在台上滔滔不绝，一言堂，

而学生却在下面听得云里雾里，抓不住重难点的情况。传统的教

学方法注重不遗漏任何知识点，教师一堂课从头讲到尾，忽视学

生的反应，容易引起学生生理和心理的疲劳，更容易引起学生的

思维停滞，被动地去接受知识，而没有真正思考的空间，最终导

致课堂没有活力，没有动力，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降，负担加重，

成绩倒退。新的一轮教材已改，政治课本的知识量加大，有很多

理论抽象的知识，鉴于此，教师必须转变观念，课堂教学的完美

并不是把问题讲得太细、太满，而是给课堂留下一点空白，教师

要充分信任学生，相信学生能够有效利用“留白”，开展自主学习。

基于政治学科的特点，老师尤其要提高课堂的趣味性，尤其

是实行新教材改革后，新教材的内容容量变多了，涉及的知识面、

概念比以前更广了，很多知识点和大学教材相衔接，这对政治教

师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让学生在乐中学，就要注重增强新

课导人和教学过程这两个环节的趣味性。我在认真研究学生的意

见基础上，不断实践和创新，课堂教学逐渐形成了以下风格。第一，

讲课思路条理性逻辑化；第二，教学内容生活化、时政化；第三，

教学重点难点明确细致；第四，多提问多检查多督促；第五，主

观题目讲思路讲技巧。只要我们把握好了这几点，相信我们一定

能让政治课上得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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