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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中政治学科作业考试化实验困难及对策 
◆姚文清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天津高级中学  陕西省汉中市  724400） 

 
摘要：在课改形式下，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迫切需要改变学生对知识的

“等、靠、要”现象。通过对山区县中学政治学习状况调查，高考学业

负担重，是造成核心素养无法真正实现，理论与生活实践脱节大的重要

原因。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推进作业考试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结合自身实验初探，以高中政治教学为例，破教学观念障碍，坚持作业

考试化实验；破工作量倍增难题，增作业考试化动力；立课堂教学改革，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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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思想政治课堂教学需要不段探索与改革。在课改的
形式下，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已经不只是要引导学生掌握一定
的知识的一门课程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故迫切需要改变学生对知识的“等、靠、要”现象。以此
为切入点，通过对山区县中学生政治学习状况的调查，发现大部
分学生都认为学习政治很重要，但都只停留在简单的记与背上，
与生活实践脱节较大，平时高考学业负担重，无暇顾及太多，政
治学习信息闭塞，理论与实践效果不是很好，核心素养无法真正
实现。 

如何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又能不减甚至大幅度提高教
学质量呢？——全面推进作业考试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让学生
作业尽量在课内完成是一个较好的可以尝试的途径。结合自身实
验初探实践，在此我主要以高中政治教学为例，浅谈推进高中政
治学科作业考试化的困难及其对策。    

一、破教学观念障碍，坚持作业考试化实验。 
不少老师肯定会质疑，政治教学要引导学生多读，多练，多

记，怎么能搞作业考试化呢？针对这个问题，我简单陈述几点开
展这项实验的必要性。一是推进实验是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
需要。尽管很多老师采取了一系列推行新课改的措施，但毋庸讳
言，时至今日仍存在着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并因此压缩了
学生的学习空间纬度。全面推行作业考试化，就是让政治科作业
在政治的自习课内完成，而不允许违规布置课外作业。如此，学
生课余负担就大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了。二是监控学生作业过程和增强学生考试心理素质的需要。传
统的作业、练习，我们只关注 后的完成结果，而没有重视完成
的过程。推进作业考试化，就是以自习课考试来代替传统的作业
和练习，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成作业。推进作业考试化能较好
地解决了部分学生抄袭作业的毛病，杜绝学生不交作业现象。由

于有教师在课堂上监控，一下课就要收作业，学生即使想抄袭作
业，也没有机会，不交作业哪是不可能的。推进作业考试化，还
可以经常性地训练学生的考场心理素质，真正达到“平时考试化，
考试平时化”的状态。三是学生发展个性特长和课外多读多看的
需要。我们进行的作业考试化探索，让学生课外有了一定的自由
时间，从而为学生发展个性特长、多了解时事与社会生活实践提
供了可能。如此以来学生才有更多的机会去多了解并参与政治生
活，更好的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而不是简单、死背、死学“枯燥
政治”。每周的政治课可以安排一至二节作为时政阅读课、新闻
课、社会实践课，以加强课外阅读和与时俱进的步伐。 

二、破工作量倍增难题，增作业考试化动力。 
我们提倡平时作业考试化，首先是命题，自习课作业要与高

考的相关考点、题型、难度接轨，并且要把已经学过的知识进行
循环练习，这和开展实验前布置作业的随意性相比，无疑要增加
一定的工作量。其次作业考试化还涉及到阅卷、质量分析的问题，
以前的作业布置改完就可以了，现在考试化了，不仅要评出分数，
还要排出名次。尤其是政治学科，学生所写的文字较多，阅卷难
度大，阅卷后，还要就各题的正确率进行统计，以便将正确率低
的题作为讲评的重难点，并进行跟踪训练，这和开展实验前相比，
工作量无疑又增加了很多。正是因为工作量倍增，导致作业考试
化的实验难以长时坚持和得到广泛认同，实验初期也难以取得应
有的成效。对此，我认为要达到实验的目的，除了我们教师要加
强责任感之外，还需要学校进行一系列配套建设和改革，以增强
教师坚持作业考试化的工作动力。 

三、立课堂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推进作业考试化，我们的课堂教学也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开

展此项实验之前，我们虽然也进行了课改、高效课堂实践，但我
们不管是正课还是自习课，还是容易出现满堂讲、满堂问，主次、
轻重分布不全面等现象。课堂上几乎没有预留给学生做作业的时
间，学生只有挤占课余时间甚至睡觉的时间来完成作业。加之所
订资料上的作业，在精心选择，分层次布置等方面实施起来有一
定的难度。教师课堂上重知识的传授，课堂效率不足，课外让学
生大量做题，学生课外学业负担重。全面推行“作业考试化”，
教师就不能按“老套路出牌”，研究课标，吃透教材，研究学情
应是其题中之义，同时教师控制好作业量，研究作业的典型性，
精选、精练，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作业考试化，倒逼我们提高政
治课堂教学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