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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让自主高效的政治课堂和学生“活”起来 
何妙玲 

（广东省惠东县惠东荣超中学， 广东惠东  516300） 

摘要：自主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已不新鲜，各地方各学校都有自己一套较为固定的模式，不管套路如何，强调的都是课堂以学
生为中心，在这种模式下如何让高中政治课的课堂和学生“活”起来、“动”起来，还要进行摸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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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各地很多学校都在推广和发展自主高效的教学课

堂，这种课堂模式适合各种层次的学生，对老师备课、讲课要
求较高，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我钻研的能力，有利于
培养全面发展型人才。但是，这种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存在一些
问题，例如：在讲授课本内容时不好把握时间和难易度，老师
可能讲的太多会使课堂演变成满堂贯；学生在遇到比较复杂或
者有难度的题目时无话可讲，无法积极参与自主高效学习；在
合作讨论环节时课堂气氛过度活跃，很难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相
结合。 

我们运用自主高效的教学模式，预期目标就是希望既能完
成教学的任务，又能面对高考的要求，既能讲授课本抽象的理
论知识，又能联系学生实际，使内容生活化。因此，自主高效
课堂模式一般采用学案制，这种课堂一般包括课堂导入、自主
探究、合作交流、反馈精讲等环节。下面就我本人多年的教学
实践经验谈谈如何提高学生参与高中政治课堂的积极性： 

一、实用有效、切合实际的学案是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的前提
和基础 

学案是自主高效课堂能够有效完成的前提，也是学生课前
预习最重要的材料，既是教师的教案 ，又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材
料。一份好的学案应该是创设内容丰富的情景、难易度适中、
与课堂紧密结合，并且能够引起学生动手提笔的欲望。例如在
学习必修一 1 经济生活《5.1 新时代的劳动者》这一框题时，我
们可以在学案上设计这样的情景： 

材料一：老张曾经是公司的普通工人，可是由于公司裁员，
老张下岗了，人到中年的老张下岗之初心理很焦虑，为了养家
糊口，一直在找工作......他一直奔波于各种劳务市场，以下是老
张看到和听到的：(展示几张招聘会现场的图片、招聘要求) 

材料二：第六次全国性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劳动力资源人
口为 92148 万人，比 2010 年前增加了近 1 亿人。我国农村劳动
力资源总量为 5.3 亿 ，1.3 亿出外打工。 

大学生就业概述 

时间 毕业总人数 就业总人数 失业总人数 失业率 

2017 年 795 万 730 万 65 万 8.1% 

2018 年 820 万 750 万 70 万 8.5% 

问题设计：1、劳动为什么是光荣的？ 
2、老张为什么要找工作要就业，就业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意义类题目，可从多角度进行分析，如国家，社会，

个人等。） 
3、上述资料说明我国就业形势如何？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

是什么呢？ 
通过这样生活化的情景设计，学生在课前预习时不像过往

一样只停留于走马观花地阅读课本，这样的设计可以让学生把
课本的理论和实际关联起来，从而提升学生预习的质量。 

二、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课堂导入是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的催
化剂 

一堂课，从铃声响起，师生进入课室后开始。如果课前没

有任何准备，随意地走上讲台，然后直接开始上课，这样呆板
的课堂导入会让学生感到索然无味，甚至感到厌倦，久而久之
甚至会连政治课都不想上。因此要想让自主高效课堂顺利开展，
让政治课“活”起来，让学生带着愉快、好奇地心情进入课堂，
我们老师必须精心设计课程导入。在教学中我经常采用以下两
种方法： 

1、故布疑阵，巧妙提问，让学生带着疑惑又新奇的心理进
入课堂。例如，在讲《储蓄存款和商业银行》这一框题时，进
入课堂首先拿出一张银行卡问学生：“同学们，这是什么？”学
生都回答“银行卡”。接着又问：“同学们都有银行卡吗？学生
都答有，接着又问：“你平时有储蓄吗？你知道利息怎么计算
吗？你知道有几种存款方式吗？你的银行卡属于哪间银行的？
银行的业务有哪些大家知道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些相
关的内容。 

2、直接导入法。运用现代化教学平台播放一些社会的热点、
国内外的时事，或者是一些有趣味性的视频和音乐。这样导入
形象具体，由感到知，这是直观性教学原则的体现。例如，在
讲“经济全球化”这一内容时，通过播放一段视频“与世界对
话，习近平怎样看待经济全求化？”，让学生了解到当今国内国
际形势，并且在讲授时让这段视频贯穿课堂始终，使原来抽象
复杂的内容变得通俗易懂。再如，在学习“一带一路”时，我
播放了一个有趣的短视频《西游有新记》，“一带一路”圈粉唐
僧师徒，2018 猴哥带你重走取经路，学生们非常喜欢，立马集
中注意力，津津有味地思考一带一路的意义。 

三、难易度适中、贴合实际的问题设置是学生主动学习和合作
讨论的关键 

如何设计好问题是一节课的重点。问题的设置看似简单，
实际操作非常考验老师的真本领。往往我们有些老师由于设置
问题的过于简单化、无趣化或者是复杂化导致学生无从思考，
或者问题设计过于单调，讨论的意义不大，导致部分学生只能
对着书本发呆。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疑问是思考的切入点，
创设的情境不应当只作为背景材料，设置的问题不应当只是流
于形式。结合本人多年教学经验，我认为问题设计要找准“支
撑点”和“兴奋点”。 

例如在讲到文化生活“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一内容时，这
个内容涉及到传统文化的表现、特点及态度，学生对此的认识
不足，感觉离自己很遥远。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就地取材，
采用离学生最近的材料，贴近学生的生活。因为我们这里的学
生都是以客家人居多，上课时，我们可以这样操作，如：《客家
风情面面观》 

材料 1：播放一首客家山歌。 
材料 2：展示客家建筑、客家服装、客家人过年过节的相关

图片。 
问题设计：1.结合材料，你还知道哪些客家文化吗？这些客

家文化属于传统文化吗？那么，传统文化的表现和特点有哪些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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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我们的客家文化呢？对待传统文化的
正确态度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不但能够让学生充分的独立思考，还能够让学
生充分的展开讨论，有讨论的兴趣和亮点，容易营造良好的课
堂氛围，有利于提高自主高效课堂的讨论实效。 

四、要让政治课堂和学生“活”起来，老师先要“动”起来 
这里让老师“动”起来，并不是说要求老师像一个演员或

者主持人一样过分的表演和煽情，也不是以声音的大小、动作
的多少来衡量。自主学习的课堂模式学生的环节较多，给予老
师讲的时间较少，这就首先要求老师把各个环节组织好，而且
各个环节之间应该是变化发展的，不应固守一种套路，有时候
可以先自学再讨论，有时候也可以先讨论再自学，只有这样政
治课堂才能“活”起来。 

1、充分预设课堂，做好各个环节的组织者。老师要先在课
前“动”起来，但要把课堂的所有细节都提前设定好，那是不
太可能做到的。如果全部提前固定，也会流于形式，变成表演，
背离高效。但，缺少预设，就会过于随意，容易失了重点，达
不到效果。那么我们能做哪些预设呢？首先是把课堂上各个环
节的时间大概分配一下，要做到心里有数。其次要备好教材和
学生，教师应该认真研究和吃透教材，教材的知识点和重难点
应该都琢磨得一清二楚；另外还要备学生，在课前需要明确学
生已经掌握了什么、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地方，要时常换位思考，
反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是学生，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这个问题要多少分钟，这个问题要讨论多少分钟，这个问题会
不会太简单或太难”。只有具体化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我们的课
堂才会更高效，更紧凑。切忌生搬硬套课堂模式，所谓教无定
法，模式是死的，人是活的，模式是我们利用的工具，我们不
能做模式的奴隶。 

2、精练、通俗易懂、幽默轻松的语言艺术能构建生动和谐
的课堂。在以往的传统教学中有的老师总是高高在上，上课永
远板着脸，学生在底下如坐针毡。而幽默轻松的语言能够给人

带来愉悦，能够放松学生紧张的大脑，使教学事半功倍。正如
苏联教育家斯维特罗夫的经典语录：“教育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位
助手，就是幽默。”例如，在讲到“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这一
内容时，我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向学生讲述了自己和大学同
学曾经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就业观念，引起学生的欢笑，在愉
快的气氛中向学生发问：老师属于没有树立怎样的就业观。其
次，幽默有趣的视频和音乐也会让学生在哈哈大笑的同时明白
深奥的道理。例如，在讲理论性较强的哲学知识时，学生尽管
已经提前预习矛盾的有关知识，但还是不太理解，满脸疑惑地
等待老师的解释。这时，我选择清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
经典歌曲：“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每个女孩都不简单……”
学生一听很开心地跟唱起来，我不失时机地问学生：“为什么要
上下左右都看看？这体现出矛盾的什么观点？”学生很快能讲
出要全面地看女孩，从而进一步理解“矛盾即对立统一，认识
事物要一分为二地全面地看问题。接着，我再次问道：“每个女
孩都不简单，这又体现出矛盾的什么观点？”思维激活的学生
可以从有趣的歌词中发现，这体现了矛盾的特殊性，每个女孩
都有她的特点。 

总之，自主高效的政治课堂关键在于让课堂和学生“活”
起来、“动”起来，让学生主动积极参与教学，让学生成为课堂
的主旋律。我认为教学没有投机取巧的捷径，我们不必去刻意
追求一些高端的复杂的教学技巧，踏踏实实的抓好日常的教学
工作，把每一项工作都落实到位，这就是最好的教学方法，也
是学生最好的学习方法。我坚信我们的课堂模式会培养出一大
批会思考懂学习解决问题能力强的学生。 

参考文献： 
[1]闫泽亮.关于构建自主高效课堂的探索与思考[J].教育理

论与实践，2012(14) 
[2]王兴刚.创新高中政治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J].江苏

教育研究，2009(33):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