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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与法治》教学中政治认同素养培育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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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中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在此时通过《政治与法治》教学让学生形成良好的政治认同素

养，在政治体制认同、政治政策解读、政治思想认知等方面体现出独有的智慧，能够建立起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理论

自信。这些都将对高中生的未来的成才发展、社会责任感的形成都有积极作用。本文即主要围绕高中《政治与法治》教学中政治认

同素养培养展开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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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in the world outlook, the outlook on life, values formation of the important stage,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politics and the rule of law teaching to make students form good accomplishment,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identity in political system, 

political policy interpretation, the respect such as ideological cognition reflects the unique wisdom, to build roads confidence, confidence, culture 

system and theory. All these 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literacy in the teaching of politic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senior 

high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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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认同指的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呈现出的一种精神层面的

归属感以及对应的行为。我国高中生作为未来高等人才，需要在高

中阶段形成正确自我定位的能力，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治

认同。所以政治认同是高中生综合能力当中的一个重要因子，只有

思政教师利用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法才能使其发展壮大。其中《政治

与法治》因为教学内容倾向于意识形态，非常适合培养学生的政治

认同素养。 

1 政治认同素养的基本概述 

弗洛伊德提出了认同理论，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阶级

意识”概念。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们开始研究人的政治心理。

这一阶段，弗洛伊德的认同理论大放异彩，同时马克思的阶级意识

也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关注。后来逐渐地形成了政治体制认同、政

治政策认同、阶级认同、政党认同等具体内容，这便是政治认同的

完整的构架。政治认同素养则是指一个人对政治体制、政治政策、

自身阶级的理解能力，对自身所在政党或者对其他政党形象、职能

的理解能力。从人相信某一事物的知、信、行这个链条来看，政治

认同素养同样是需要高中生详细了解什么是政治认同，并对比历史

文献以及现实情况做到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坚信社会主义道路、

坚信社会主义理论、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坚信社会主义文化。换言

之，高中生的政治认同素养，必须建立在对比分析、情感理解、价

值判断的基础上，否则政治认同便是虚假的，是站不住脚的，对学

生的发展而言也是没有意义的。 

2 高中《政治与法治》教学中政治认同素养培育价值 

第一，建立高中生四个自信。在《政治与法治》教学中，教师

通过列举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中国独立而做出的巨大贡献，让学生

们感受到党的精神、深入理解党的宗旨，这会让学生由心而发真正

地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能够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道路、

制度、文化、理论自信。 

第二，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如今高中生都是零零后，处在思

想多元化的环境之内，很容易被一些不良思想侵染。教师在《政治

与法治》教学当中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强国富民方面的政策，例

如扶贫政策的文化扶贫、就业扶贫、创业扶贫等。这些可以让学生

形成政策认同，进而去深入理解“为人民服务”，并能够将其作为

自身学习目标，不断地去提升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水平，

保证思想的进一步成熟。 

第三，提升学生政治分辨能力。在《政治与法治》教学中，教

师结合我党发展当中遵义会议、西柏坡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一

带一路四个转折点所解决的具体的政治及经济问题，让学生得以正

确理解政治并形成一定的分辨能力。这种分辨能力对于高中生今后

发展当中正确定位有着积极帮助。 

3 高中《政治与法治》教学中政治认同素养培育现状 

高中政治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而政治认同素养又是一

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精神素质，故而其培养难度较高。这也注定

了高中思政教师在“政治与法治”教学中学生政治认同素养培养过

程里会出现一些问题。总的来说，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教学目标不明、

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内容不丰富、教学总结不科学。以下对这些问

题展开讨论。 

3.1 教学目标不明确 

主要是教师在教学当中没有认真分析政治认同的具体内容，导

致对应的教学目标不清晰。有的教师甚至于认为政治认同就是通过

《政治与法治》教学硬性要求高中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信赖形成归

属感，而忽略了学生主观对比分析、情感认知、价值判断。这种忽

略了学生主体地位的教学方法，也是源自于教师本身对政治认同的

浅薄理解，源自于教师没有深入分析《政治与法治》教学中政治认

同培养目标和学生主体现状的关系。 

3.2 教学手段不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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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政治教师在《政治与法治》教学当中，主要是播放教学

课件，课件标题和教材基本一致，详细内容部分以教材内容为准。

总体来说，教师教学缺乏更多教学素材的融入，缺乏课堂教学活动

设计，缺乏具体的案例导入，缺乏有效提问，整堂课死气沉沉，这

和政治学习需要的紧张活泼气氛南辕北辙。 

3.3 教学内容不丰富 

政治认同素养作为意识形态层面的一种抽象能力需要教师利

用生动生活案例加以剖析，但在具体教学中，“政治认同素养包括

哪些能力？”，“如何锻炼这些能力？”，教师并没有给出具体答

案，也没有围绕这些问题设计教学内容。《政治与法治》缺乏这些

内容设计，仅依靠教材当中原有内容，无法让学生对“政治认同素

养”有更清晰认知，也就无从下手去提升自身的政治认同素养。 

3.4 教学评价不科学 

《政治与法治》教学中很多教师的教学评价存在单一性、局限

性。单一性指的是只存在教师对学生的评价，缺少学生间互评以及

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更缺少教师间的互相评价。这种评价的单一性

导致教师无法发现教学中学生政治认同素养培养当中存在的问题，

会导致教学质量原地踏步。局限性指的是评价指标少，不能完全反

映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具体情况。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

权重等设计也不科学。 

4 高中《政治与法治》教学中政治认同素养培育策略 

4.1 明确教学目标和要求 

根据新教改要求，高中政治课程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目前学

习需要，也要着眼于学生未来发展需求，要形成系统的长远、中期、

近期教学目标。同时需要认真学习教学大纲，认真理解教学要求，

需要做到以人为本，能够让抽象的政治理论转化为学生可以理解的

内容。笔者认为教学目标的建立，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积极地明确政治认同素养的具体组成，即政治体制认同、

政治政策认同、阶级认同、政党认同。这样利于对应地准备相应的

素材，让课程内容得以丰富。 

第二，要认真分析学生的学情，这是保证授课内容大众化的关

键。学情分析需要教师在平日里对学生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学习

成绩、学习行为等具体观察，并形成详细记录。 

第三，将政治体制认同、政策认同、阶级认同、政党认同与具

体案例结合，做好合理诠释，提高学生理解力。其中将柔性教学作

为教学方式，避免课堂机械式授课和机械式学习，要保证活学活用。 

第四，教学目标可以设定为：初级政治认同目标培养，此时需

要培养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初步认同，这种初步认同源自于高中生

从小学到初中有关思政教育，可以采用温习法来唤醒；中级层次政

治认同，主要是通过丰富的素材案例，让学生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一

心为民的伟大精神；高级层次的政治认同，此时需要培养学生对政

治的理性分析、对比总结、情感控制等能力，提高学生的政治辨识

能力。这需要结合党史以及一些档案来完成。 

4.2 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 

要创新课件，要保证课件兼顾教材内容和学生政治认同素养培

养，让二者能够有机衔接。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认真地组织教学

素材，丰富素材种类。可以将视频、图文、专题内容、电视节目等

纳入进来，以编辑手段重新形成全新的视频内容，服务于学生的政

治认同素养培养工作。全新的视频内容丰富了学生想象力，让抽象

内容转化为具象图像，进而加深理解。在过程中结合《政治与法治》

提出问题：“政治与法治的关系如何？”“如何理解提升党员干部

的四个自信有利于提升干部队伍的履职能力？”这样的问题让学生

转换角色，站在党员干部角度去思考问题，提高了其思想层次打开

了格局。 

4.3 丰富课堂教育内容 

教师要将《政治与法治》课程吃透，然后详细地分解出不同的

教育内容，例如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权力和私权力的调和、

我国人大的职能与作用等。并在其中有效地融入一些经典案例，例

如遵义会议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和中央当中的领导地位；现实生活中

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影响案例；我国某部法律通过人大审议并最终执

行的案例。在案例解说中能够有效地对接政治体制认同、政策认同、

阶级认同、政党认同来对学生形成政治认同素养的培养。尤其是毛

泽东曾经提出反对官僚化，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通过这样的

案例，能够很好地将政治、法治关联起来，而且通过伟大领袖的言

行提高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之情。 

4.4 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主要是教师要严格要求自己，能够制定互评体系，让教师和学

生、学生和学生、教师和教师能够秉持公正、公开、公平原则来互

相评价。这样可以打开教学评价环节的单一性，彰显了政治教师教

学的民主性、人文性。政治教师可以通过学生评价、其他同事评价

找到自身教学问题，从而弥补短板保证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在评

价指标方面需要认真思考，遴选出比较全面的指标，既能包括师德

师风、教学方法、教学态度、教学手段、教学气氛、教学效果等方

面，又能体现出学生最终学习结果。要确保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彼

此间的对应，同时要设置科学的权重。这其中教师师德师风应该占

30%，其他的指标根据重要与否可以设定为 10%-20%。 

结语 

高中《政治与法治》教学中有效地提升学生政治认同素养并非

易事，需要教师认真理解政治认同以及政治认同素养。需要教师将

该素养分解开来，结合教材内容来有效地形成教学方案，必须要保

证课程内容的丰满性，要让学生既能理解政治和法治关系，也能够

从中看到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高举“为人民服务”大旗做出的卓越

贡献。如此便达成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法治教育融合目的。这

其中利用党史有关的视频、档案等至关重要。这也意味着教师必须

要认真备课，要提前设计有效教学环节，能够保证学生学习时不会

因为在《政治与法治》教学中融入政治认同素养培养而导致目标模

糊，或者导致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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