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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素养发展为导向的高中政治课深度教学策略研究 
刘畅 

（肇东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黑龙江 肇东   151100） 

摘要：当前，随着核心素养理念的提出，教育逐渐由“素质教育”转向了“素养教育”，在各个学科、各个学段的教学中贯彻落

实核心素养的要求，则是实现深化课程改革、促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而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要想实现素质教育，教师

则必须以核心素养发展为导向，深度掌握教学内容，把握教学体系，积极转变教学理念，优化教学过程，进行深度教学，带给学生

更好的学习体验，在提高学生学习效率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政治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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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深度教学不是具体指某一种教学模式，而是一种新的教育理

念，是教学改进的一个重要方向。而想要在高正政治教学中有效践

行这一理念，就需要教师积极转变教学观念，在课堂上更多地作为

一个创设者、组织者、管理者、引导者，进而促进学生进行深度学

习，使其能在学习过程中将知识内化为能力，促进自身核心素养的

发展。基于此，本文就以素养发展为导向的高中政治深度教学的意

义，以素养发展为导向的高中政治深度教学策略进行探究，以期助

力高中政治教育在核心素养理念下的华丽转身。 

一、以素养发展为导向的高中政治深度教学的意义 

高中政治深度教学对教学效率的提高和学生核心素养提高均

有重要意义，其是以素养发展为导向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由于高中政治知识内容相对零散，想要实

现深度教学，则需要教师深度教材解读、把握教学内容，精准提炼

出重难点，对教学内容进行系统性整合，传授给学生知识的同时，

帮助其构建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在学情分析等方面下功

夫，促进学生学以致用，发展核心素养。此外，想要实现深度教学，

教师还需要同时兼顾能力教育和素质教育，即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的同时，还要促进学生德育素养的提升。教师以上述

几点为出发点，从教学方法上寻找突破口，可实现教学形式的华丽

转身，从而做好深度教学。 

二、以素养发展为导向的高中政治课深度教学策略 

1.深度解读教材，把握教材体系 

想要实现高中政治深度教学，教师首先要深度解读教材，从整

体和各单元、各框题的联系出发，把握教材的体系、结构和逻辑关

系，还要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及学生的学情来设计深度教学的策略。

教师首先要把握各单元内容及每个单元之间的联系，精准提炼重难

点知识。着眼于单元整体，也更便于教师整合知识，从而更好地进

行深度教学设计[1]。 

以人教版必修二第二单元“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为例，此单元

内容在这一册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构成了“政府的性质—职能

—责任—依法行使权力—行使权力受监督”这一知识链条。在深度

教学中，案例的设计与实施是关键环节，因此，教师要精准提炼知

识点，从重难点知识出发，结合具体案例为学生讲述政府的职能与

作用，还要通过深入、具体的阐述，帮助学生精准区分“权利”与

“权力”，“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等易混淆的概念，以此促进

学生的深度理解和记忆，以教师的深度教学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

发展学生的政治核心素养。 

2.注重学情分析，把握学生认知需求 

要想促进高中政治的深度教学，教师除了要深度解读教材，也

要注重对学情的分析，还要换位思考，预设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

会遇到的困难及难以理解的知识。如此才能有的放矢，开展针对性

的、深度的政治教学。为此，教师需要从学生对已有知识的掌握，

学生的兴趣需求与发展需求，以及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三个方面入手
[2]。教师可以通过作业、课前小测等方式来帮助自己掌握学生的学

情，如针对性地设置一些易错题目，进而判断学生对已学知识的掌

握情况及最近发展区。通过这些反馈信息为接下来的教学指导作参

考，接下来根据学生的兴趣需求与发展需求，精准设定下一阶段的

教学目标，明确教学任务，促进深度教学。 

例如，学习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二“政府的责任：对人民负责”

这部分的内容时，通过课前小测，发现学生通过前面的学习以及对

本课的预习，对我国政府的宗旨及其工作的基本原则已形成初步理

解。之后，教师结合学生的学习需求及兴趣点，引入实事案例：近

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开始通过拍 MV、跳伞、跳舞等方式来宣

传当地的旅游特色，为自己的城市“代言”，这些现象一经传播，

便引起热议……针对这些现象，舆论观点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部

分人持赞扬的态度，认为此举是创新之举，是在打造城市“新名片”；

还有一部分人对此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此举有违形象，是破格之举，

是哗众取宠，只是为了博取公众的眼球。这一现象与学生平时所接

触到的明星代言有所不同，能够有效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这种现

象对他们来说也更有新鲜感，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兴趣，可促进学

生的深度思考与学习[3]。之后，教师留给学生一点时间，让学生就

此现象进行思考，然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过程既能满足学生的

表达需求，又能在认知冲突中引发学生的思考，可促进其对政府的

职能及其工作人员的身份产生新的认识与理解，能够促进政治课堂

深度教学的发生。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以政治核心素养发展为导向的背景下，开展对深

度教学的研究与实践，不仅是教师把握教学本质的一种积极努力，

更是我国课程教学改革走向深入的必需。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

之以渔”，为促成深度教学的真实发生，教师必须积极转变教学立

场和教学思想观念，不仅要关注教什么、怎么教，还要思考学生为

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如此才能促进学生深入掌握政治知识，

发展自身核心素养，实现从知识到素养的完美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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