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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分析高中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高中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实践性教学的现状。当前，部分教师缺乏核心

素养实践教学意识、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加之僵化的评价体系，导致当前核心素养实践性教学存在诸多问题。本文立足实际，结合现实问

题对如何优化和完善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实践性教学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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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过

程中，我国的高中生政治认同结构与科学内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

高中政治核心素养的理论内涵也在不断深化与发展。广大教师应积极进

行教学探索与创新，旨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意识，以顺应学生个人发

展和时代发展所需。 

1 高中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科学内涵 

1.1 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 

当前，高中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政治认同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新成果的认同，而当中

新的变化则体现在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不断完

善，高中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因此政治认同

不仅包含制度认同和意识认同，还包含对中国各个阶段发展成果、绩效

数字等多方面的认同。 

1.2 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指面对各类事物时能够结合实际并以全面的视角来正确

的推理、判断和选择。高中政治学科所培养的理性精神是指，学生能够

以理性思维对抽象概念、具体事务进行分析，并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来进行思考。面对变化万千的国际、国内形势，这就需要当

代高中生拥有独立的思维和自主的意识来看待社会发展。 

1.3 培养学生的法制意识 

在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中，相关机构通过不断建立健全法制体系，

加强公民法治意识形态建设，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建成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培养学生的法制意识是指通过高中政治教育活动，教师帮助学生

树立合格的法治思维，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各项活动，做一名合格的

守法者和用法者。 

2 高中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践性教学现状 

2.1 教师缺乏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实践教学意识 

教育活动离不开教育主体和教育个体的相互配合，教育主体通过各

类教育形式作用于教育客体，因而教师是否具有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实

践教学意识，直接决定了学生是否拥有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以及拥有程度。

当前，政治学科的教育活动大部分停留于理论我流于形式，无法对政治

学的核心素养以实践的形式渗透到学生之中。 

2.2 忽略学生在核心素养教学中的主体性地位 

在教育活动中应充分发挥引导性作用，教育活动是以学生为主体，

而不能喧宾夺主要在教师的带领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学科学习

习惯和思维素养。在传统政治课堂中，由于学科的特色不同，难免存在

着“一言堂”的教学现状，导致学生无法有效汲取政治学科的精髓与营

养，无法从实践层面上达到政治学科的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 

2.3 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实践性教学评价标准僵化 

受传统教学形式影响，僵化的政治学科教学评估标准，无法正确衡量

教学成果，因而教师无法从教学成果视角，科学审视政治学科的教学过程。

同时，死板的评估体系，既不能有效衡量政治教师的教学过程，又无法激起

学生参与到政治课堂中的兴趣，导致当前高中政治课堂没有生机与活力。 

3 高中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实践性教学的策略研究 

3.1 增强教师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实践教学的意识 

要形成学生、教师相互联动的政治课堂，首先应依托教师专业的教

学素养。实践性教学要求理论与实际必须密切结合，因此，教师必须科

学设计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教学的课程体系课程思路，通过优化自身内涵，

并结合学校既有的教学资源和教学平台同时，注重通过科学的教学方法，

激发学生对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兴趣和参与感，进而培养学生的政治学

科核心意识。实践教学要求的是理论与实际必须相互结合，因而教师因

拓宽政治课堂的教学平台，进行教学形式的延展和开拓，通过演讲、辩

论以及社会实践的形式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核心素养的科学奥义。 

3.2 重视政治核心素养教学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青年一代决定了国家未来的发展，因此加强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迫

在眉睫。面对政治课堂的教学不足，亟需转变和优化教学模式，教师通

过不断优化教学手段来突出学生在政治学科中的核心地位。处理好教师

和学生在政治课堂中的参与比例，合理发挥教师在课堂中的引导作用，

教师在把握政治课堂的教学过程时，应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自

主性，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和认识核心素养的科学含义。 

3.3 优化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实践性教学的评估体系 

要增强学生对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认识和把握，原有的课程评价体

系由于无法全面把握核心素养的关键问题，教学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无

法科学评价教学过程，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因此，教师要优化

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践性教学，完善评价标准，激发学生的参与度，

进行多种形式的教学探索。 

4 结束语 

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作为一项综合素养，要求学生通过政治教学活

动，能够具有正确的学习观，引导学生利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

决现实问题，因此，教师应遵循核心素养的评价体系，以核心素养的内

涵作为评价体系的设计思路，把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和增加学生的参

与热情作为设计方向，进行深入的教学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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