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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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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赤峰市林东第一中学  内蒙古赤峰  025450） 

 
摘要：以往一贯照搬教材的高中政治教学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学生们认识

社会的需求，对他们分析能力、灵活应变能力的发展也无法起到有效的

促进作用。在高中政治教育改革背景下，教师需要将眼界放宽，关注学

生的终身发展和全面发展，挣脱教材的束缚，从社会生活中搜集更具时

效性和典型性的案例，使政治教学更加贴近实际，为课堂教学带来无限

的活力。可见，教师对于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有必要展开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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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和国际政治的发展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政治学习材料，但

教材中的内容是有限的，其很难依据现实快速更新，因此学生在
课堂上接触到的某些内容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引入时事政治
能够让学生从实际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抓住当前社会和国际上的
热门话题，教会学生正确的理解政治，建立坚定的政治立场。这
样的政治教学促进了理论的实践化，也体现了时代的特色，将成
为高中政治教学向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一、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在当前的高中政治课堂上，部分教师开展教学的眼光十分局

限，单纯为了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让他们记忆课本中的考点，
缺乏引入时事政治的意识。 终，学生们对于政治学习的认识仅
仅停留在了理论层面，尽管掌握了大量知识点，但却毫无实践能
力和创新力。其次是在运用时事政治教学时没有留给学生充足的
思考和讨论时间，匆匆的举例后便又回到了课本中的理论上，一
些学生已经产生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想要提出自己的问题，但却
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时事政治教学是难以体现效果的，
仅仅流于形式。 后就是教师选取的时事政治缺乏时效性。一些
案例尽管典型，但距离学生如今的社会生活久远，且如今的政治
制度快速更新，不断的老生常谈这些旧的时事政治，很难使学生
理解[1]。只有多结合当今时代的政治体系以及社会中发生的热门
讨论话题，与教材内容相结合，才能够真正发挥出时事政治教学
的作用。 

二、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实践  
（一）利用时事政治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  
高中政治教材中的内容理论性较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容

易分神。教师看准时机引入恰当的时事政治新闻，能够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引导他们参与到对问题的分析、讨论中，调动他们的
主观能动性，提高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 

引入时事政治的比较恰当的时间是上课前 5 分钟和下课前
五分钟，一般情况下在讲课过程中也可以简单引入时事政治，当
然这要视情况而定；在上课前 5 分钟，多数教师会引入时事政治
作为学习新内容的开始，多数学生的思绪可能还沉浸于上节课的
内容或者是课间的玩耍，而在这时候引入时事政治，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使学生以更好的状态开始进入政治课堂的学习；下课前
5 分钟引入时事政治，可以作为本次课的总结，让学生对课上所
学理论有更深的理解，还可以了解时事政治，加深学生对所学内
容的印象。例如在讲解中华传统美德时，可以引入 2017 年感动
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卢永根的事迹进行总结，使政治教学贴近生
活，政治课堂充满生机[2]。此外，还可以进行课前 5 分钟演讲。
教师可以提前布置一个主题，让学生围绕主题进行 5 分钟左右的
演讲，可以发表见解，也可以通过查阅资料说一说有关人群的看
法等，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   

（二）利用时事政治帮助学生理解抽象概念 
高中思想政治课中包含着大量的抽象概念和原理，有些概念

虽然学生常常听说，但是却看不到、摸不着，难以理解到概念本
质的内涵，如果教师将时事政治插入到这些知识点中，就能够帮

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与理解。  
如在讲解关于“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时，很多学生虽然能够

明确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但是由于阅历水平的限制，他们
的理解也仅仅局限在概念的表层，此时就可以结合实际的案例进
行分析，让学生不仅可以理解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也能够
积极主动地进行实践，这样也就达到了政治教学的目的。  

（三）利用时事政治提升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堂上的学习时间是有限的，要想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就

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与思维
方法，以取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现代社会是一个终身化学习
的社会，提升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能够提升学生
的学习效果，对于学生日后的成长也是极为有利的。  

例如：在讲授“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时，就可以以每年
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例，向学生介绍大会的内容，让学生
根据教师的介绍来分析我国政府的职能与性质[3]。与此同时，也
可以鼓励学生以生活中的实例为出发点，思考各级政府在行使自
己的职权时是否真正体现出了依法行政的观念，分析对政府权力
监督的必要性与监督方法，这样不仅能够优化课堂教学的效果，
还能够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利用时事政治分析教材中的各个模块  
高考中，政治考查的重点是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能力。在近几

年的高考政治中，有大量的时政要闻，作为一名合格的高中政治
教师，必须要全面掌握近些年来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时事政治信
息，从中提炼出重点信息，将这些信息与教材中的模块进行有机
的结合，帮助学生理解。如发生在前不久的“公交车坠江”事件，
在本月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将这些囊括了国家政
治，社会生活的真实资料进行有机结合，让学生从文化生活、经
济生活、政治生活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不仅
能够将几个模块的知识进行有机的整合，也能够提升学生明辨是
非，分析问题的能力[4]。  

（五）利用时事政治延伸教学内容 
时事政治不仅体现在课堂中，也渗透在各类型的考试题目

中，这也是高考对学生能力的考查要求，即要求学生利用所学知
识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做了一套试题就等于明白
了社会上发生了什么大事件。考虑到这一因素，教师在选择参考
题与材料时就需要紧密联系时代步伐，如人民币升值的利弊问
题、房地产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贸易顺差的影响等。教师
要以这些问题为背景，从政治、经济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以提
升学生的理解、分析和应用能力，让学生能够胸有成竹地组织答
题。 

三、结语  
总而言之，高中政治课只有突出时政性，关注社会热点，才

能充分体现政治学科的价值。教师只有转变教学观念并付诸实
践，才能让政治课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既是教学观念问题，
也是教学操作问题。只有不断探索并勇于尝试、总结，勤于观察
社会、思考课堂、体会时政，才能收到良好、持久、全面的效果。
高中政治教学加强对时事政治的应用，无论对学生的理解能力还
是学习成绩的提升，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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