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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升策略
陈成辉

平南县龚州中学　广西　平南　537300

摘　要：随着高中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我们作为高中政治老师，要创新教学思路，构建高质量的思想政治课堂，促进课堂教

学的效果，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但高中教学过程中，受传统高考科目的影响，很多学生对政治科目并不是特别重视，对其

价值认识不充分，使得思想政治教学效果不尽人意。由此，在搭建高质量的思想政治课堂方面还面临不少挑战，导致高中思

想政治课堂学习效果较差。因此，如何构建高质量的思想政治课堂是高中老师面临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文对高中思想政

治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升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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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现状

（一）教学内容脱离实际

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由于受到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往

往单纯地注重知识的讲解，并为到相应的习题来展开项的知

识内容，这样就会存在所传授的知识内容与实际产生一定的

差距，当前所传授的只是内容大多都是围绕教材，而在当前

的高考背景下整体的内容和思路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

使得传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存在很大的分歧。此外，在

课程教学中传授的知识内容以及习题，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

差深渊，与其他课程的联系较少，这大大降低了学生对于知

识学习的兴趣，不能让学生认识到思想政治知识所学习的价

值和意义，从来不利于教育教学效果的提升。

（二）教学方式方法有待优化

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大多是教师对知识点进行讲解，学

生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而对于学生来说高中思想政治知识

相对复杂抽象，学生也会逐渐对于失去对于知识学习的兴趣，

而在当前的新高考背景下，都要求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内容和

方式方法都要做出一定的创新，如果仅仅采用题海战术的方

式，缺乏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会极大的影响学生

对于知识学习的积极和主动性，也会严重制约到学生独立思

维的发展，对于学生知识体系的完善以及实践能力的强化起

到负面影响。

二、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升策略

（一）了解学生性格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与学生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

了解学生之间的性格差异，然后采用不同的方式开展教学活

动。一是教师可以提出社会争议较大的社会热点问题，让学

生进行讨论，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二是教师可以利

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增强课堂的趣味性。三是教师要跟上社

会潮流，带领学生多了解课外的新闻，开阔学生的视野。

例如，在讲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节课时，笔者

结合多媒体进行教学，用“栓猴法”来讲解教学内容。笔者

还通过相声大师郭德纲的“一个徒弟一个教法，一个猴子一

个栓法”案例进行生动教学，然后告诉学生唯物主义和唯心

主义的区别。这种教学方法获得了学生的一致好评。

（二）组织小组学习

在新课程的改革进程中，教师应坚持创新教育模式，改

变传统的、落后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将学生进行分组，每

组设立一名组长、一名记分员，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对课堂

表现积极的学生，教师要进行加分，加分分数纳入学生的月

考总分数之内。

例如，在讲述“我国宗教政策”的相关内容时，关于我

国目前宗教派别，哪一些属于邪教，哪一些属于正教，教师

可以让学生进行辨别。这样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三）结合生活实际

在高中政治的课堂学习中，有一部分的知识内容和实际

生活有着相应的联系，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时，应注意将政

治课堂教学内容和实际生活进行联系，引导学生在学习的同

时，更好地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念，对于当前社会有一个

较为正确的认识。对于政治这门学科来说，其具有一定的枯

燥性，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时，应注意避免这一点，多引入

实际生活中的内容，为高中政治课堂注入新的活力，带给学

生更为新颖的课堂学习体验。

例如在学习《矛盾的特殊性》这一课时，其主要的教学

内容在于让学生学习有关于矛盾的分析方法和其普遍意义，

并且让学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于不同的事物多换

一个角度进行看待。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时，可以引入一些

生活中的案例让学生进行思考，比如：从小爸爸妈妈就教育

我们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好孩子，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说谎，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还是存在着“善意的谎言”的现象，

那么这些“善意的谎言”，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呢 ? 通过引入生
活实际的问题，引导学生学会本节课的具体教学内容，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三、结语

在新课改背景下，教师应当顺应潮流，改革教育方法。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将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堂

中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教师应当

作为引导者，培养学生学习政治的自觉性，增强学生的思辨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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