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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政治课中情境教学运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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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学的政治课是具有德育功能的一门课程，情境教学的运用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知识增长和思想素养以及个人综合能力，

还可以弥补传统理论课程的不足，迎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本文旨在分析中学政治课情境教学的理论依据及教学特征，从而探

讨中学政治课中情境教学运用的具体做法，以期提高情境教学运用的效果，为中学政治课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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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 politics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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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iddle school political class is a course with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can not only improve students' knowledge growth，ideological quality and individual comprehensive ability，

but also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courses and meet the need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personnel training.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political class situational teaching，so as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practic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 political class，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the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middle school political clas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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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鼓励教师运用情境教学进行教学，注重

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情境教学运用多种“寓教于乐”

的方式方法去创设接近生活的情境，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参与探

究，满足学生求知的心理需要，达到促进学生成长的目的，既充分

体现了政治课的思想性和综合性，又充分体现了学生的参与性和创

造性。情境教学在中学政治课的实践过程中取了不菲的成效，但由

于各种原因，也还是有一些方面值得优化。针对中学政治课情境教

学的运用进行探究，将有可能促进中学政治课情境教学的运用更具

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在顺应新课改的现实需求的同时，也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中学政治教师运用情境教学创

设有效情境，有助于课堂完成从传统教学模式的转变，不仅有效的

完成了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也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终生学习兴趣。 

一、中学政治课中情境教学运用的理论依据 

人们熟知，情境教学是教育者为了实现教育目标，创造联系实

际的情境使受教育者能够在情境中学习知识，发展能力的一种教学

方法，但对其得以存在或实施的理论依据还需准确把握。 

（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理论是指人们通过实践活动获得认识，

认识对实践活动具有能动作用，即正确的认识对实践具有促进作用，

反之，则会阻碍实践的发展。能否合理地在思想政治教学中运用情

境教学，达到教学的最大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认识

论的角度看问题。[1]中学政治课中的情境教学源于生活，与生活息息

相关，通过情境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锻炼学生对问题的应变，也

可以将课堂上形成的认识进行巩固和深化。学生认知的发展不能脱

离现实生活，形成新的认识是学生的学习目标，但知识的运用才是

最终目标。 

（二）建构主义理论 

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解读》一书里这样写到：“这种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知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统一，强调知识的接

受与发现结合，强调结构与建构交融，强调知识的抽象与具体的交

替以及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联系。”[2]在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学

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仅仅是一种表面的认识，而并没有获得知识的内

在原理和学习知识的能力方法，只有学生主动地、积极地建构自己

知识，那才是真正地学习。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的激发学生学会学

习的教学观、学生主动建构的学习观、以学生为中心的学生观、反

对灌输知识的知识观，不仅对教师理解新课程理念、有效的实施教

育教学活动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我们有效的实施教学提供了理

论支持。中学政治课中运用情境教学以建构理论为依据，它强调学

生的自主体验，在课堂上通过情境的引导和学生不断地感知，在思

考中领悟，并在实践反思体味。 

（三）人本主义理论 

人本主义被誉为的心理学第三势力。人本主义理论突出学生的

主体地位，强调尊重学生。教师的任务不是教学生学习知识，也不

是教学生如何学习，而是为学生提供各种学习资源或氛围，让学生

自己决定怎样去学习。人本主义的教学关注人性化的教学方法，强

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因此在教学中，学生是如何也不能忽视

的。在中学政治课情境教学运中以人本主义理论为依据指导教师以

学生为中心，在了解学生实际生活，在尊重学生的基础上创设情境，

在具体运行中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感知情境、融入情境的情况，

促进学生的探究和思考，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综上所述，教学其本质是一种认识过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

教师和学者对中学政治课情境教学的科学把握具有重要的意义，教

师通过具体的情境创设教学使学生将具体知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

注意教学与实际的关系，立足实践并引导学生将知识进行实践。教

学其过程是一种教师引导帮助学生进行自我知识建构的过程，建构

主义理论对明确教师作为学生知识建构的引导者和帮助者，在情境

教学设计和运用中以学生为中心，注意教师对学生的引导。教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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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人本主义理论指导情境教学在中学思

政课中的运用的各个阶段都要“人性化”，在课前教学设计时尊重学

生，在课堂运用教学时关注学生，在课后教学反思时重视学生。 

二、中学政治课中情境教学运用的教学特征 

中学政治课中情境教学具有真实性、暗示性、陶冶性和发散性

的特征，分析其特征对于细致把握情境教学，推进情境教学在中学

政治课中的运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例如，在进行人教版必修四《价值与价值观》这节课的教学中

运用多媒体视频锦集的方式给同学们创设最美女教师——张丽莉为

了救学生被截肢成为残疾人，不能讲课后进入残联继续实现她的人

生价值。她说自己并不感到遗憾，以前她为学生服务，现在为残疾

人服务。通过展示张丽莉的形象提出思考，引导学生思考讨论：什

么是人的价值，什么是价值的评价标准。 

首先，从运用情境教学的创设内容来看体现了中学政治课中情

境教学的真实性特征。本案例选用了真实的张丽莉个人事迹，学生

对教师这个身份接触较多，她身为教师勇救学生的行为对学生而言

代入感也更强，情感也更容易带动起来，为后续的教学进展奠定感

情基础。把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引入政治课中设计教学的情境，有助

于学生关注生活，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其次，从运用情境教学的教学目的来看体现了中学政治课中情

境教学的暗示性特征。张丽莉的人生经历和人生选择对学生具有隐

形的教育作用，正面的例子传达正确的价值观会在不知不觉中对学

生形成暗示：像她这样为人民服务，奉献自己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

学生会在教学情境的暗示下得到出乎意的提高。 

再次，从运用情境教学的教学作用来看体现了中学政治课中情

境教学的陶冶性特征。张丽莉她品格高尚，爱岗敬业，身残志坚，

奉献自我，学生在情境中了解她，在她的人格魅力中陶冶情操，丰

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学生进入教师提供的情境中感受情境、融入情

境、带入情境中的人、事、境，不仅学习知识而且获得了积极的情

感体验，把“老师要我这样做”变为“我要这样做”，把思想品德要

求自觉的内化进自己的价值理念中，在耳融目染中受到感化，实现

润物细无声的陶冶精神的效应。 

最后，从运用情境教学的教学来源和方法来看体现了中学政治

课中情境教学的综合性特征。案例的来源于社会实践活动，情景创

设方法运用多媒体现代化。政治课是一门涉及经济、文化、哲学等

多个学科领域的综合课程。在教学活动中运用情境教学创设灵活多

样的，不同领域的情境，使得学生在情境中积极思考，发散思维，

在解决问题中获得知识。 

三、中学政治课中情境教学运用的具体做法 
在中学政治课中运用情境教学时，教师在把握基本原则的基础

上将其设计具体到步骤，这有助于教师运用时目标更加明确，也成

系统化。 

（一）情境创设，贴近生活 

创设情境是中学政治课中运用情境教学的基础，对学生的情境

导入就是运用情境教学的基础环节。教师创设情境要注意情境的内

容贴近生活，开始的时机合、创设的方法灵活。就内容而言，需要

主要考虑教师能力、教材的需要和学生接受程度，讲究的是充分发

挥教师的个人能力、立足学生的实际满足教材的需要；就开始的时

机而言，需要考虑政治课的整体氛围和课堂节奏，讲究的是服务于

课堂，不突兀恰到好处的开始；就方法而言，需要是在现有的条件

基础上能切实运用的，讲究的是情境的创设能有效实施，方法要灵

活多变，更要学生喜闻乐见。 

（二）引导学生参与并提出问题 

在创设情境后，通过政治教师的引导，学生以教育主体者的身

份积极的去带入情景。教师带入情境后就要提出为教学服务的问题，

激发学生的思考，使得学生更有参与感，而不是教师的自导自演。

提出的问题不能过于简单的没有回答的必要性，也不能耗费时间太

长而不切合课堂的教学。总之提问题也是一个艺术，教师最好在课

前教学设计时就思考学生的对情境的反映和问题的设置。 

（三）学生结合情景，对问题讨论交流 

创设情境和引入提问都是为学生在本阶段进行独立思考的前期

铺垫环节。本阶段教师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课堂上不是提

出问题后就一劳永逸，而是要成为学生的教学顾问，对学生不理解

地方和学生讨论的热点进行讲解和提供帮助。教师情境之后问题的

设置锻炼学生的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领会情境，自行

理解知识和同学进行合作交流，不仅学习知识，更能提升学生的问

题意识、表达技能和沟通技能，对于学会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具

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四）学生总结活动收获 

在经过学生的讨论交流之后学生会形成自身的对于情境和问题

的理解，这个时候鼓励学生对自己的活动收获进行集体的发言。本

环节是基于学生的自身理解和讨论，其最后的结果并不一定能十全

十美，教师应该针对较容易的知识让学生进行主体总结，较难或重

要的知识教师应该进行补充和强调，目的都是要让学生体味知识本

身的意义。对于学生的总结有正确和不正确的，老师都要积极进行

引导和解惑。教师的鼓励性引导总是会对学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五）教师评价升华 

评价升华，这是中学政治课中运用情境教学的最后阶段也是较为

重要的一个阶段，本阶段运用得当会起到出乎意料的效果。在上阶段

进行了知识的总结和讲解，那么在本阶段教师应该在学生的思考基础

上提出更深更高一层次的见解，对知识进行深化，对思想进行正确导

向，使学生认知、情感、思维等方面的收获具有更广的迁移性，促进

学生将课堂上的学习积极性延伸到课堂之外的实践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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