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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教学中法治认同教育的有效策略探究 
雷君丽 

（博罗县博师高级中学  广东  博罗  516100） 

摘要：对高中生进行法治认同教育已经成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培养高中生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
的法治意识，进而成为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现代公民。鉴于法治认同教育对高中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我结合自身高中
政治教学实践，提出三种比较有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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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治认同教育过程中，最为直接最为重要的教育对象就是学

生，特别是高中生。因为当代高中生是推动社会发展、实现中国梦

的主力军。同时，高中教育阶段是培养高中生树立牢固法律信仰的

重要阶段、是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黄金阶段、是培

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关键阶段。鉴于此，对高中

生实现法治认同教育，引导学生知法、守法、敬畏法，从而对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高中政治课堂是实现高中生法治认同教育的载体和主渠道。这

是因为高中政治课具有政治功能、品德教育和文化教育功能。同时

高中政治课本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宪法和法律知识。基于政治学科的

功能和自身的教材内容，这就要求我们政治教师在授课中过程中自

觉地开展法治认同教育，让法治认同教育在高中政治课堂上开花甚

至结果。 经过本课题小组成员们两年以来的共同研究，下面介绍

三种比较有效实现法治认同教育的教学策略。 

在结合时政热点的基础上采用议题探究式的教学策略实现法

治认同教育。要上好一节政治课，离不开最新的时政热点，离不开

学生的互动参与。议题探究式教学就能够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比

如在讲到《政治生活》中“参与政治生活，把握基本原则”这一框

内容时：以播放视频《伍淑清、何超琼将在联合国揭示香港暴乱真

相》为载体，设置以下几个议题： 

议题 1：你是如何看待香港“愤青”的维权行为？这一行为造

成的后果是什么？ 

议题 2：面对香港“愤青”的过激行为，香港警察的做法理性

科学吗？ 

议题 3：你认为香港的“愤青”应该如何保障自己的人权，保

障他们的自由，争取他们的民主？ 

采用层层递进的议题探究，既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又让

学生畅所欲言，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 更培养了学生善于思考进

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以上 3 个议题的设计，课本的理论

知识——参与政治生活，要坚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个人利益与国

家利益相结合、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和依法有序参与的原则——水到

渠成地引出来。香港“愤青”的违法不道德的维权行为与港警理性

依法科学的执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此衬托出对公民尤其是对学生

进行法治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了实现学生的法治认同教育和

培养学生的爱国教育情怀，顺势提问：你们认同我国的法律吗？你

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同学们的

回答都是铿锵有力的肯定。拓展延伸：请大家以小组为单位以“爱

国”为主题精心制作一份手抄报，作为建国 70 周年的贺礼。采用

此策略，实现了法治认同教育的理论与生活、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

合与统一。 

在收集蕴含法律知识的生活案例的基础上采用边评价边反思

的方式实现法治认同教育。常言道：生活就是一个大课堂，只要我

们仔细观察，用心体会，就会受益匪浅。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个有心

人，经常无意间收集有教育意义并蕴含法律知识的典型案例。有这

样一个案例：王某在同一时间段拨打了 110、120 和 119 报警电话，

谎称某地点发生抢劫和山火，接到报警电话后，警务人员和急救人

员紧急赶往“出事”地方，结果却扑了个空。此案例中王某由于缺

乏法治信仰最终构成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需刑拘并罚款。通过此案例让学生明白报

警电话是不能随意乱打的，否则既浪费了警力资源、又是一种不尊

重法的行为，以此例引出学校的消防设施我们也应该爱护。让学生

从本例中明确认识到：法律是严肃的，任何人不得以法律来开玩笑。

我们只有知法遵法守法，生活才能有条不紊，安定祥和，国家才能

国泰民安。 

在换位思考的基础上采取生动活泼的课堂实践形式实现法治

认同教育。政治教师要善于站在青少年角度开展教学和检验教学效

果，要善于激发青少年学习法治的兴趣。学生是否愿意主动参与教

学并对教师的教学积极回应和参与实践，是检验法治教育教学效果

的主要依据，也是高中生法治教育在高中政治课堂上开花甚至结果

的关键。首先，教师可以在日常政治课堂中创设情境，配合多媒体

视频提高学生参与法治教育的参与性和主动性。其次，我们可以在

课堂上融合多种模式课堂实践。例如，在每年的 12 月 4 日宪法日

可以在课堂上举行宪法知多少知识竞赛和遵纪守法演讲比赛，学生

通过参加知识竞赛提升自己对宪法的理解，增加宪法学习的兴趣。

此外，我们还可以开展宪法知识讲座，收集有关法制问题相关的热

点时政事例融入到讲座之中，让学生感受到作为一名中国公民应如

何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让学生在讲座中学会如何用法。教师

还可以开展模拟法庭活动，让学生通过扮演法庭中不同角色，主动

参与其中，既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又给法治认同教育课堂教学

带来了活力。通过生动活泼的课堂实践形式，增强法治认同教育的

感染力和吸引力。 

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治教育就是要人

们发自内心地信仰法治、尊崇法治，在全社会弘扬法治。没有公众

对法律的信仰，认同和尊崇，即使有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难以坚持

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更不用说建设法治国家。 

对高中学生开展法治认同教育是培育法治信仰，培养法治思

维、传播法治理念和提升用法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法治自信，

实现法治自觉的需要。总之，依托高中政治课堂对高中生实现法治

认同教育有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有利于将法律的相关理论知识深

入学生心灵，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法治观念，培养法律认知，自觉

维护法律权威，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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