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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中政治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何  琴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大河中学  636661） 

 
摘要：思维能力是学生学习的必备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高素质

人才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多，教学需要将知识讲授与能力培养放在同一

“教学天平”上，要在重视文化知识教学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

力，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分析能力、创造能力与实践能力。

思维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学生的学习，更能让学生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有

一定的思维基础，在面对事物时会正确的做出选择，促进学生的学习发

展。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了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几

点策略，以供相关教育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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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中政治教学中会涉及到很多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或许与

学生的实际生活的联系不是太明显，课堂上的气氛大多是较为沉
闷的，学生对于教学的内容没有较高的学习兴趣，对于政治课堂
的印象基本上就是乏味、枯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师所应用的
教学方式无法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无法活跃学生的思
维，因此教师进行教学时应重视学生的学习需求，为学生构建能
够培养思维能力的高效课堂。 

1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优势 
高中阶段的学习对于学生而言有着一定的压力，因为面对考

学的压力，整个高中学习阶段都是比较辛苦的。而政治却是一门
能够锻炼学生思维的学科，政治学科自身的特点就是逻辑和思
维，理论观点虽然只是课本上的文字内容，如果与教师应用有效
的教学方法进行结合，就能为学生构建生动的政治课堂。政治学
科的理论和观点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教师应积
极的进行利用，在课堂上注重发散学生的思维。首先，政治教材
中的内容能够结合当前的时事、生活，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情境、
讨论的方式来活跃学生的思维，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枯燥和乏
味。其次，政治与思维是互相需求和融合的。政治理论和观点需
要一定的思维能力去理解和阐述，在高中政治课堂上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不仅能够有效的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更能加深学生对
政治知识的理解，对于内容的分析和辩证会更加准确。 

2 在政治课程教学中有效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策略分析 
2.1 将教学与实际生活联系到一起，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

力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将教学与学生的生活联系到一起，

让学生通过生活案例将复杂的理论转化为简单的道理，以此来培
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例如，在进行《生活与消费》这一单元
的教学时，如果单是以讲解内容的方式让学生理解其中关系会显
得比较复杂，学生并不会有深刻的理解，关系的概念对学生而言
也是较为笼统的，是比较抽象的。此时教师就可以结合生活中的
实例来简化复杂的理论概念：选择两个同学来进行角色扮演 A
和 B 两人，A 同学扮演卖水果的商贩，B 同学扮演环卫工人，某
天 A 同学看见 B 同学在辛苦的打扫街道，就在水果摊里拿了一
个苹果给 B 说这么辛苦，吃个苹果吧。此时苹果是做为解渴的水
果，A 同学并不是以交换或者是售卖为目的，所以苹果只是为了
解渴，并没有价值，不能做为商品。而第二天 B 同学觉得苹果很
甜很解渴，在 A 同学处花两元钱买了一个苹果为了解渴，此时
苹果是用 2 元钱交换而来，这时的苹果是有价值的商品。通过这
样的生活实例让学生了解到了商品价值的具体含义，理解的会更
加的深刻。抽象的理论概念变为形象的生活案例，复杂变简单，
不仅有效的激发了学生的参与兴趣，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形象思维
能力。 

2.2 在政治教学中应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综合思维能力 
在系统分析理论支撑下，说明分析现象时需要运用综合思维

能力。在分析较为繁杂的问题和现象，如各种社会现象、社会发
展、改革问题以及民生问题等，与其相关联的时间和因素较为复
杂，如果仅从事物的一个角度去分析这些问题，就必然漏洞百出。

在数学、物理等学科中也有很多题目有着多种解法，而这些解题
方法也都是基于各种思维综合运用的结果。在高中政治课程中对
上述社会种种现象的分析也应引导学生，以综合性思维、多维度
的去思考和分析。在政治课程教学中，教师应意识到培养学生综
合思维能力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教师应注重引导和启发，让学
生掌握分析和思考的方法。教师不要为了完成教学进度而急于讲
课，应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并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
深入分析以及课后反思等。 

2.3 在政治教学中应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辩证思维能力 
在高中政治课程教学中，包含众多唯物辩证思想的知识内

容。辩证思维简单的讲，就是应以全面、发展和互相联系的角度
去看待问题和事物。众所周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都充满辩
证法，并且辩证思维也来源于生活，最终也能帮助人们更加清晰
透彻的看清事物的本质，切实的去解决问题。而学生的形象思维
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的养成与发展，必然也需要辩证法的支撑。
为此，在讲解《思想方法与创新意识》这一单元时，就是就可列
举出生活中常见的事例，‘父母与子女之间双方起冲突的根本原
因’，有统一才会生成对立，在对立后就会获得发展，当父母与
子女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才会关联出喜怒哀乐各种情绪，如果二
者没有关系则不会出现各种情绪，正是由于关系密切双方才有相
应的义务与权利，并且父母的各种情绪也会随着子女变化而随之
变化，同时子女也能够重新审视对父母自己的关爱，从而实现在
对立中关联和发展，最终矛盾获得解决。在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
中处处存在辩证法，比如、父与子、师与生、人与社会、人与自
然等，在政治课程教学中，应注重培养学生辩证思维从而切实提
高学生认识世界、辨别事物好坏、分辨是非的能力，为当代中学
生综合素养的培养及未来良好发展奠定良好的思维基础。 

结束语：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不仅有助于拓展学

生的学习思路，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立
体思维，教师应在教学的过程中积极的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
关键，明确思维能力对于学生学习的重要性，打造高效的政治课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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