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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打造有亮点的思政课堂 
李春林 

（常州市钟楼外国语学校 213001） 

摘要：如同精彩的影片，好的课堂教学也由前奏、高潮、结尾等环节组成。我们思政人要善于用心仿效电影导演技巧，力争做
到“虎头一驼峰一凤尾”，设计出由先声夺人的前奏、引人入胜的高潮、耐人寻味的结课三部分组成有机整体的教学环节，努力打造
有亮点的思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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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国庆档的一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自上映以来，受到众

多观众的好评与热捧。作为《我和我的祖国》的姊妹篇，该片标准
地走群众路线，讲述了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中的五个故事——反映
党的十八大以后祖国城乡发展喜人以及广大老百姓欢欣鼓舞迎接
小康生活的故事，总导演宁浩采用小品形式的排列并找来纪录片进
行了无缝链接，起承转合令人叫绝！整个电影中的五部短片，没有
一份是敷衍应付的作业，皆为用心尽力的作品。可以说，疫情阴霾
笼罩下的春节没能和家人一起看电影的遗憾，国庆期间算是补上
了。 

影片看罢，笔者不由得联想到我们的思政课堂教学，发现两者
竟如此相似： 

如同精彩的影片，好的课堂教学也由前奏、高潮、结尾等环节
组成。酝酿高潮就必须从先声夺人的前奏开始，导课就像影片的开
头，只有抓住了学生的心，才能将他们分散的注意力即刻转移到课
堂上并使其处于积极状态。 

课堂高潮则是在诸多教学环节中最精彩诱人、动人心魄的。我
们思政教师应该像高明的导演那样，让自己的课堂跌宕起伏，摇曳
多姿，引导学生在课堂高潮中领略无涯学海的壮美。 

一堂精彩的好课，不仅要有良好的引人入境的开端，而且还应
该有耐人寻味的结尾。我们思政教师应当合理安排课堂教学的进
程，精心设计一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结尾，给课堂教学画上完
整的句号并使之成为“点睛之笔”，从而让课堂教学做到善始善终。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我们思政人更要善于用心
仿效电影导演技巧，努力打造有亮点的思政课堂。 

一、生活情境扮美课堂，让导入顺势而为 
影片《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五个故事在结构上采用了小品形式

的排列，又由于小品篇幅的局限，每个短片的开始便直入主题，丝
毫无拖沓之感。譬如邓超与俞白眉联袂执导的《回乡之路》，开片
场景便是返乡途中，由邓超饰演的同乡貌似就是个油腻的骗子，总
忽悠着闫妮饰演的电商女王购买自家生产的苹果。如此悬念就产生
了，骗子会成功吗？电商会上当受骗吗？观众想继续看下去的兴趣
就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又如陈思诚导演的《天上掉下个 UFO》，
王宝强和刘昊然这对昔日最佳侦探搭档此番化身记者重出江湖，因
为贵州黔南阿福村突然出现的一架神秘 UFO 而“下乡探案”，熟悉
的组合，熟悉的音乐，堪称“唐探 2.9”!故事中外星人的到访是否
确有其事?给观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影片便牢牢抓住观众的
心。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前奏作为一节课的序曲，其成败直
接影响着整节课的效果。因此，优秀的教师都十分注重课堂前奏的
积极设计。他们或开门见山，简洁明快；或创设情境，乘势而入…… 

 情境导入就是教师综合利用语言、设备、环境、活动、音乐、
绘画等各种手段，制造出一种符合教学需要的学习场，以此激发学
生兴趣，诱发学生思维，使学生处于积极学习状态的技法。因此，
巧妙而有效的导课，不但可以使学生瞬间聚焦课堂，还能引起学生
浓厚的求知欲望，唤起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强化其学习动机，让
学生感受到课堂学习的魅力所在。思政课堂可以采用温故知新、问
题切入、制造悬念、播放歌曲、微视频等多种方式导入新课。 

二、高潮推动课堂，激活思维成就精彩 

《我和我的家乡》中的《最后一课》是由钟徐峥导演的，观影
效果真好！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居住在瑞士、由范伟扮演的教授因脑
梗塞诱发老年痴呆症，他想回到自己年轻时支教的乡村去上最后一
课，徐峥饰演的儿子不得已，只能满足他的这个心愿。为了帮助老
范，当年的学生们联手打造了一间 90 年代的教室。学生们到底能
不能完成这场完美“骗局”，最终让老师圆满完成最后一课？短片
节奏快，情节密，悬念的鼓点随着步步逼近的时间节点渐强，不断
敲打着观众神经。有这么个悬念式的高潮，才让范伟在影片结尾的
发挥，变得更加力破千钧。 

没有高潮的故事是平淡的，没有高潮的课堂也是平乏的。课堂
高潮作为课堂诸多教学环节中最精彩诱人、最动人心魄的一环，既
生动活泼，又神思飞扬，是情的激荡，是智的开掘，更是能的升腾。 

那么，在思政课堂教学中，教师该如何助推课堂高潮的到来，
使其生成为课堂亮点呢?首先，教师要善于捕捉学生的思维火花。学
生瞬间的思维火花是指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一瞬间所产生的点
滴思路，它是潜意识突然显化的表现，它有点类似于灵感。钱学森
曾明确指出:“凡有创造经验的人知道，光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
不能创造、不能突破的，要创造和突破必须有灵感（瞬间的思维火
花）。”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个性经历和发展水平间差异，
为学生创设一个自由、包容的学习环境，使学生能从多角度、多方
向探求问题，从别人的思维火花中得到启迪，从而点燃自己的思维
火花，这样对师生的成长都会起积极的作用。其次，教师要注重捕
捉学生的疑惑需求。  

三、结课首尾呼应，让课堂浑然一体 
影片《我和我的家乡》中的《神笔马亮》故事讲述的是，由沈

腾扮演的基层扶贫干部向妻子编造了一个自己去俄罗斯留学的谎
言，偷天换日把乡村变国外只为完成支教，与村民一道脱贫致富的
故事。该单元笑点泪点并存，沈腾和马丽的组合总是那么出其不意，
让你刚想笑就有泪点，刚哭出泪又笑出声来。家乡并不遥远，就在
你我的心里，家乡情结总让人魂牵梦绕。为带领全村旅游致富，画
家马书记用普通的画笔在田间地头，在矮墙屋前绘出的真情美
卷……所有这一切，远比大都市里的繁华更惹人动容，令人神往。
最后的镜头是，观景台下的稻田画，是一个冒着蒸汽的火车头，象
征着我们的生活正在蒸蒸日上，驶向更美好的明天。影片的画面前
后呼应，意味深长。 

课堂教学的亮点是教师教学智慧的结晶，是教师教学灵感的闪
现，也是教师教学艺术的集中反映。诚然，课堂教学永远是一门遗
憾的艺术，尽善尽美的课堂可望而不可即，但在打造有亮点的课堂
上我们思政教师还是有为而可行的。新时代赋予思政课教师铸魂育
人、立德树人的重要职责，我们定当不辱使命，潜心钻研，让每一
堂思政课都充满亮点。那么，思政课堂带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
更多的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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