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2021 年 4 月  第 3 卷  第 4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高教理论

“以人为本”理念在高中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培养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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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素质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人们对于教育的理解更加深刻，不再仅将其当做传授知识技能的手段，更将其当做“立

德树人”的思想教育过程，要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思维观念。在这篇文章中，将会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出发点，在充分

考虑教学需求和教育规律的前提下，系统性阐述高中政治课堂中践行该理念的有效措施，以此为基础为教学活动注入更加丰富的

教育内涵，从而扩大教育成果，为学生成长提供更多的助力，帮助学生实现能力素养上的双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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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传统高中政治教学活动中，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理念的影

响，过分注重学生对政治知识的记忆程度和掌握程度，而忽略

了学生政治能力和政治核心素养的培育，学生掌握的政治知识

虽多，但却都没有经过系统性思考，是教师直接灌输到脑海中

去的，固然能够在短时间提高学生的政治考试成绩，但却严重

透支了学生未来的政治学习潜力，是得不偿失的做法。在教育

改革的大时代背景下，必须要实现高中政治教学实践的“拨乱

反正”，将教学模式重新拉回到正确轨道上来，让学生的政治

能力获得本质上的跃升。

一、提高教育内容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教师。当学生对某学科的学习产生浓

厚的兴趣，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学习、去研究，从而对该学科

的学习更加深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学习更加专注，从而让学生取得良好的

学习成果。但是在高中政治教学活动当中，一方面政治理论知

识过于枯燥，对于学生的吸引力不足，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学生直面“高考”的巨大压力，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过分强调主动“填鸭式”的知识灌输教育，并让学生

进行单调的反复记忆工作，逐渐消磨学生的学习热情，进一步

抑制学生对政治教学活动的学习兴趣 [1]。

故而，要想切实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就势必要首先从政

治教学活动的优化改革做起。在教学内容上，要改变过去纯粹

理论的教学模式，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既可以增强学生对

政治教育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又可以借助幽默风趣的现实案

例，增强教学内容的趣味性，使得学生对政治教育能够具有更

高的学习兴趣。

同时，教师可能由于社会阅历的限制，不能够寻找到贴合

教学内容的现实案例，可以向互联网寻求帮助，互联网由于其

开放性以及多元性，拥有庞大的信息资源，教师可以从中挑选

现实案例补充到教学内容中去，使得教学内容更加丰富饱满。

在教学方式上，教师也应当作出一定的改变，强制性要求学生

对知识内容反复记忆，很容易激发出学生的叛逆心理，让学生

产生对政治教育的抵制心理，教师要更加注重学生思想的引导，

提高学生在教学活动的参与度，让学生真实的体验到政治教育

的奥妙之处 [2]。

二、理论知识和实践活动相结合，构建“沉浸式”体验课堂

在我国现阶段的高中政治教育当中，由于学生学习时间紧、

学习任务重，教师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就将教学内容仅仅局限

于表层阶段，仅仅只能够支撑学生完成考试，而不能够有效促

进学生精神的成长，在教学方式上也仅仅停留在理论讲解阶段，

没有和实践活动相结合，不能够让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深

层次理解。故而，在政治教育改革过程中，其核心内容之一就

是要扩展学生的课外实践活动，全面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例如，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教师如果只是系统性的阐

释爱国理论，一方面由于学生理解能力有限，不能够很好地理

解爱国理论；另一方面由于学生生活在和平年代，没有经历过

战火纷飞的残酷，对于国家强盛的意义感受不深，导致学生和

爱国主义之间的距离较远。故而，教师必须要注重理论知识

和实践活动相结合，注重课外实践活动的开设，教师可以组

织学生去红色旅游景区进行参观和游览，让学生感受到革命

先烈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从而带给学生内心更加深刻的触

动，同时也可以让学生在参观之后写一篇观后感，让学生对

此次参观活动中的感悟进行系统化梳理，强化学生对爱国主

义精神的体悟 [3]。

结语

总的来说，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教育工作的重

心将逐渐向着核心素养的培育偏移，这既是教育改革的大势所

趋，也是学生学习的本质需求，能够更加高效地提高学生的政

治素养。但遗憾的是，由于核心素养这一概念提出时间较短，

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发展出健全的教育体系，还处于不断摸索探

究的初始阶段，对于政治教育来说，如何将教学实际和核心素

养紧密联系起来，依旧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还需要广大政治教

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够使得核心素养的作

用进一步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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