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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中思想政治知识走进学生的心灵 
◆胡灵杰 

（河北省衡水市第十三中学） 

 
摘要：《高中政治新课程标准》提出，高中思想政治课要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感，培养学生更加理性、更加正确积极

的价值观念，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对此，高中政治知识不

仅要为学生识记、更要被学生认同。本文就高中政治教学中，如何让高

中思想政治知识走进学生的心灵、对学生的精神和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展

开了论述，提出了几点教育教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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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入生活情境，循序渗透知识内涵 
政治学科知识本身就与学生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并且是在

学生与生活、与社会交互的过程中随之总结出来的思想认识，同
时也是对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加以熏陶影响的资源。对此，教师在
教学中应当秉承着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原则，通过生活化情
境的创建，帮助学生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和体验。例如，在《多变
的价格》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教师便可以结合近期被网友热议
的水果价格作为生活化教学资源，应用被网友调侃的物价，如
“涨”声响起来、蒜你狠、辣翻天、苹什么、豆你玩等漫画或网
络用语作为教学资源。而在另一边，教师呈现部分农民的种植的
大白菜、养殖的母鸡下的鸡蛋都面临下价格下跌等现状，从学生
熟知的一些生活化资源中，帮助学生初步建立对目前市场上物价
的波动情况进行初步感知。在此基础上，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影
响物价上涨、物价下降等波动的影响。为了帮助学生全面认识概
括影响价格波动的因素，教师进一步挖掘生活化教学资源，给学
生以如下生活化材料： 

材料一：下雨了，露天菜场上的蔬菜降价抛售。 
材料二：苹果遭雹灾减产，价格高于往年。 
材料三：发生禽流感期间，鸡肉的价格一跌再跌。 
材料四：冬季皮衣卖出好价钱，夏季打折出售； 
材料五：同一种西瓜刚上市每斤卖到几元，大量上市后只卖

几角。 
材料六：羽绒服在东北卖出高价，海南降价也少有人买； 
材料七：沿海地区海鲜价格便宜，内陆省份得付出高价。 
材料八：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减产原油，世界油价上涨 
材料九：手工精做的瑞士手表很贵，车间机械生产的手表便

宜。 
材料十：中秋节时的月饼和情人节时的玫瑰很贵，过后就便

宜很多。 
通过如上生活化材料的引入，学生结合生活经验，总结概括

出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气候、时间、地域、生产（条件、产量）、
政策、风俗、宗教、政治局势、心理预期等都是影响价格的因素。
借助生活化资源，学生对本部分知识的认识变得更加深入，知识
内涵被学生有效挖掘、感知。 

二、挖掘社会发展教学资源，辅助学生认同感培养 
为了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感，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积极的政治

导向，教师在教学中便可以以当前社会发展现状和进步的资源作
为有力的资源佐证，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政治认识，培养学生的
政治信仰。例如，在《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这一节内容的教
学中，为了帮助学生认识权利监督的重要性，认识我国在发展路
途中也在不断完善对权利行使者的权利监督手段，教师可以向学
生呈现我国十八大以来共打了多少只老虎和苍蝇，帮助学生切实
感知到我国权利监督的力度，感知到目前我国人民的监督权利是
行之有效的，人民对掌权者权利运行的监督能够促使权利行使者
作出正确决策、能够提高行政水平和工作效率、能够防止权利滥
用、能够促进一个威信政府的建立。从近年来李克强总理对人民
监督权利的重视等讲话资源中，帮助学生切实认识到人民攥在手
里、起到实效的权利监督权，从近年来的老虎苍蝇被“打”的实
例中，增强学生对人民手中权利的认识。在比如，在《处理民族
关系的原则：平等、团结、共同繁荣》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教

师也可以以西藏地区解放以来的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黑暗
到民主、总专制到民主、从落后到进步等直观的变革过程，帮助
学生认识到：西藏地区的重大变化，是我们国家坚持了正确处理
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在此
基础上，教师进一步引导，正是因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铲除
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阶级根源，且坚持的平等、团结、互助、
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才能让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变得更加如
此融洽和谐，才能让我国社会如此长治久安。通过如上教学资源
和教学案例的引入，学生对国家、对国家政策的信赖感和认同感
随之增强。 

三、应用情感教学资源，有效熏陶感染学生 
知识渗透入学生心灵、融入学生血液的最佳方式便是以情感

作为催化剂，让情感驱动着学生的行为，引导学生主动将知识内
化成为指导自己行为的信仰。对此，教师在教学中便可以通过情
感教学手段塑造学生的积极情感。例如，在《我们的中华文化》
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对比中华文明和古代埃及、
印度和巴比伦等国家的发展情况，引导学生认识到，正是因为中
华文化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化力、融合力和延续力，才能让
我国的中华文化变得如此坚韧、屹立不倒。在此基础上，教师为
学生展现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从殷商时期到明清时期，帮助学
生感知文化的魅力、体验中国文化的璀璨和精彩，教师以直观图
片或视频的方式展现我国的汉字文化、绘画文化、壁画等文化资
源，并随之播放《龙的传人》这一首歌曲，帮助学生在如上教学
资源的引入中，引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让学生在世界瞩目、令
人骄傲的中华文化氛围中，体验到文化的生命力、体验中华文化
中饱含的人民的智慧和人民对美的追求。通过这种情感教学资源
的引入，学生对我国璀璨文明和博大精深文化内涵的认识也就变
得更加深刻、更加崇尚。 

总结 
知识是塑造思想的工具，是影响个人精神的重要资源。在教

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引入生活化情境、挖掘社会发展教学资源和
应用情感教学资源等手段，帮助学生塑造理性精神，有效感染熏
陶学生的灵魂，从而提升学生对国家、对政治、对社会的积极认
知，培养学生乐观、向上、理性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品质。 

参考文献： 
[1]胡振潭.高中政治教学如何有效培养学生理性精神[J].

课程教育研究,2019(19):81. 
[2]陈炜琦.基于科学精神的高中政治学科教学探究[J].思想

政治课研究,2019(01):114-117. 
[3]冯爱华.如何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有效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J].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18(10):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