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7 月（总第 207 期） 

 542 

教育科研 

利用任务型学习方法记忆高中政治知识点 
◆欧少莺 

（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第一中学） 

 
摘要：学校在每个学期中期，经常会针对学科内容做相关问卷调查，而

大多数学生对于高中政治知识点的评价通常是“上课没什么劲”“要背好

多知识点啊”，还有更直接的说法就是“随便学习下，不是自己想学的”、

“提不起兴趣”。类似的结果让政治老师们也是很无奈，但是应该化压力

为动力，以此鞭策着教师们去不断研究和探索新型的教学模式，用以对

学生政治课程热情的激发，让他们从内心喜欢上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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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涉及知识点繁多且复杂，使得高中政治知识记忆十分困
难，是学生普遍存在的难点问题。教师为了加快学生知识点的记
忆，提高教学效果可以引用任务型学习方法。美国教育学家杜威
提出的任务型学习方法，其理论基础以“实用主义”进行构建的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预设的教学任务来进行教学活
动的展开，在完成教学任务的过程中，实现 佳化的教学效果和
明确的教学目标。在一定教学目标下，学生通守任务型学习方法
能可以巩固知识点的理解，并获得对知识点记忆力的提高。 

一、创设情景--任务驱动 
政治教师为了吸引学生学习的兴趣，以激发他们的求知欲，

通常为了寻找与知识点匹配的情景花费大量时间。较为理想的任
务型教学是在当教材知识较为零散时，可按照先后顺序，各自设
置相应的情景在每个知识点环节，进行相关知识的导入。当有着
集中的知识点时，可在整堂课中贯穿某一个情景。趣味性和针对
性是选择情景时要把握的，在能顺利引入任务时，也要利于任务
开展时激发学生的兴趣。在知识点较多的学习中，如《认识运动 
把握规律》学习中，教师结合相关知识点共选择了 5 个任务情
景的设计。在逻辑性强的知识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学习时，
恰好处于十一期间，因此教师结合黄金周的十一现象：“不是断
桥，胜似断桥”、 高速路上的淡定哥、“万人长城”等各种假日
拥堵现象来引入与政治相的话题，以此调动学生的兴趣，再接着
提出：“国庆长假同学们去‘添堵’了吗？”来燃起学生参与课
堂问题的积极性，展开任务驱动。再结合情景进行任务问题的设
计：1.景区和高速公路为何这样拥堵? 2.国家怎样解决假期拥堵
问题？来进行教材中重要知识点的分析：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
辩证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 

二、限时间背诵  
因为高中政治学习时间有限，理论知识点较多，学生有着繁

重的记忆任务，亦是学生记忆能力难以提高的主要原因。教师在
课堂上为解决这一问题，限时间背诵是可采取的学习方式，在一
定时间内要求学生对某些知识进行记忆，提高学生在有限的时间
内加快记忆效率。  

教师在确立知识框架和教学目标后，要求相关的知识点让学
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记忆。如在学习“意识的本质”相关知识时，
教师讲解知识点和列出大纲后，让学生针对“意识是物质世界长
期发展的产物”这一知识在 10 分钟内完成背诵，而针对大纲中
的知识点要求学困生在 30 分钟内完成有限的记忆；进行对“意

识是人脑的机能”知识点在 5 分钟内背诵；完成对“意识是客观
存在的反映”13 分钟内的背诵。让学生在课堂 后 2 分钟，进
行自由灵活的支配结尾时间。给予学生有限的时间内施加相应记
忆的压力，常会激发学生更多的潜能，将压力化作记忆的动力，
以提升学生背诵知识点的效率。  

三、提出问题--分析任务 
教师在提出问题时需仔细斟酌，要能起到提高学生任务分析

的能力。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中共同分析任务是 为理想的。呈现
任务后，给予充足的时间让学生了解任务。同时教师应尽量简单
明了的设计任务问题，然后展开生生、师生间的互动探讨，或以
提问形式引导给学生，帮助学生进行学习任务的明确和清晰任务
的实施的步骤，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教师是此过程中的组织者和
激发者，学生是此过程中处于主动的认知状态属于任务活动的主
体。如在《社会发展的规律》学习时，教师对于任务提出明确的
要求：（1）在五分钟时间内根据分好的组别展开讨论。（2）指定
一人在讨论时做好充分记录。（3）指定一人进行各组的交流发言，
注意不可对于其他组已提出的问题出现重复现象。对于教材中较
难知识点学习时，教师可为学生运用学案的方法提供出知识背
景，让学生按照预习学案上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加
以分析其原理。 

四、建立问题反馈机制  
高中政治任务型学习中，学生对背诵的任务虽然明确了，但

难免会存在各种学习上的问题。因此有效的问题反馈机制是教师
需要建立的。首先教师要掌握学困生哪些知识点还不够了解，及
时作出点评和指导。在学生遇到困难时，教师能解决其困难和迷
惑，才可顺利开启学生思维，提高他们的记忆能力和学习效率。  

在上“意识的本质”这堂课时，教师可直接问出哪些知识点
不懂的地方，部分学生可能在学习过后还是存在对于意识本质是
什么感到茫然。教师要进行解释：从意识的内容、形式、载体三
方面来看，客观存在着意识本质。问题反馈机制要有效建立，可
采取小组之间互答和小组成员间的互答形式。在某一个方面一个
学生不懂，可以在小组之间或是小组内成员间展开相互研究性的
分析问题的答案。在互问互答过程中，学生们一起对知识进行深
入的了解，加深知识记忆。  

五、结束语 
总之，明确教学目标是任务型学习方法首先要确立的，对于

高中政治知识点的记忆提高是大有裨益的。政治教师在教学实践
过程中，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任务型学习方法的各种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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