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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十九大热点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 
——以《政治生活》为例 

◆邓  娟 

（陕西省镇安中学  711500） 

 
思想政治学科作为思想政治的传播工具与宣导素材，它对培

养学生的思想政治核心素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忘初心，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十九大报告开篇就发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强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并要求全
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一
以贯之的坚持，又彰显了我们党始终如一的人民情怀。一直以来，
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
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的
共同富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这一全新表述，不仅凝聚民心，更汇聚民力。因此，教师可
以考虑将两者相结合，将十九大报告热点巧妙地贯穿于思想政治
教学之中。本文以人教版必修二《政治生活》作为载体，运用教
学案例阐述如何在教学中运用十九大报告热点。 

一、将十九大报告热点作为教学素材 
为了尽量降低知识内容的抽象性，教师可以采用“理论+实

际”的方式进行论述，因此，教师可以有选择性地将十九大报告
热点纳入教学中。以人教版必修二《政治生活》中的“为人民服
务的政府”这一章节内容为例，这一章节的核心关键词是“服务
型政府”，重点介绍了政府的职能和责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涵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部署，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
交工作的重大部署，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等方面，
我国将着力打造创新型服务型的新型政府。选取十九大报告的热
点作为教学的素材，一方面可以紧贴时政的发展，紧跟时代的步
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更新素材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具新鲜感的
学习材料。 

二、用教材内容来分析十九大报告热点 
知识就好像一块敲门砖，是开启未知世界的一个工具。教师

要指导学生利用教材内容分析十九大报告的热点。比如，人教版
必修二《政治生活》中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章节中提到：中国共产党是执
政党，必须保持党的先进性，依法执政，时刻把维护人民的根本
利益当做第一要务，教师可以指导学生用这一“政党制度”分析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政军民学，东西
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有党的领导，必有夺取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就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
教师可以指导学生用该观点来理解我国的政党制度，从政党性
质、指导理念、执政方式、领导方式等方面全面理解。利用教材
内容分析十九大报告热点，，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
机会，从而让学生对学习心怀更大的热情。 

仔细思考不难发现，十九大报告中的热点与我们的思想政治
知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为了让十九大报告热点能更好地
被运用到日常教学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探究十九大报告热点，
透析知识的本质。比如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十九大
报告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
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验证了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青年一代需要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时刻
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与作用，切实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提高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更好地理解必修二第四单元《当
代国际社会》的内容。 

三、用十九大报告热点来串联知识板块 
从宏观上看，人教版必修二《政治生活》这本教材中的各个

板块虽然各成一体，但又都是有机连接的。比如，第一单元中《公
民的政治生活》需要学生拥有参与政治生活的素养和能力，提出
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内容一是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是公民
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二是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生活，参与社
会公共管理活动。三是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四是关注我
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四个部分提纲挈领的概括了
四个单元的内容。也与十九大热点息息相关。因此，为了更好地
在教学中运用十九大报告热点，教师可以尝试着指导学生用十九
大报告热点串联起各个知识板块。比如，参考专家解读的十九大
报告十大关键词：新时代、强起来、主要矛盾、四个伟大、全面
小康、新征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土地承包、全面
依法治国领导小组、青春梦想，将这些热点关键词与教材知识相
联系，如同解析十九大报告一般去解析《政治生活》。通过这种
方式，学生能够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教材各个内容编排与设计的
用意，以更大的视角理解知识内容，同时也对十九大报告的热点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实现了一举两得的教学效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使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
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十九大报告中出现的不少“关
键词”，展示了新理念、新观点，给予了重大时代课题明确的回
答，在理论上拓展了新境界、在实践上作出了新部署。现在的思
想政治学科高考试题，时事政治热点的考核比值越来越大，因此，
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运用十九大报告热点十分必要，不但可
以拉近教材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促进学生对教材知识点的认识与
理解，有效应对高考，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和理解十
九大报告的精神，提高学生的政治认同和公共参与精神。 

在高中思想政治的几大板块中，不同于《经济生活》《生活
与哲学》《文化生活》都有丰富的学习素材，《政治生活》是从政
治理论的角度，从缺乏活跃度的抽象理论入手，因此，其更为抽
象。为了让学科知识变得更加易于理解，教师可以巧妙地将十九
大报告热点融入其中，一方面能拉近教材知识与学生认知之间的
距离，另一方面也能使学生读懂、理解十九大报告，这既是每一
名公民的基本政治素养，又是每一名公民应尽的责任，教师要引
导学生关注并重视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