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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参与是《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 年版）》高中思想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之一，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培养学生的公共参

与素养尤其重要。文章主要阐述了高中生公共参与核心素养的培育现状，以及笔者从教师、学生、教学环境提出具体的培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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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是《普通高中思想政治

课程标准（2017 年版）》的四大核心素养。[]公共参与是思想政治学科

外在行为表现及实践的统一，培养高中生公共参与核心素养，能有效的

评价学生其它素养的发展，更能培养高中生的社会担当与责任感。但是

在实际教育教学中我们关注的重点是高中生的知识培养，而忽略学生外

在的表现。 

1 高中生公共参与素养的培育现状 

1.1 高中生公共参与的意识薄弱。现在的高中生已经具备了初步的

公共参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参与一些公共事务，但是大多数的是

基于“被安排”，如社会实践作业、班级卫生打扫等，并不是主动的想参

与公共事务，因此基于“任务型”、“被动型”的参与公共事务反映出高

中生公共参与意识薄弱。 

1.2 高中生公共参与认同层次较浅。大部分高中生的总体价值观很

积极向上，但对公共参与的认同层次较浅。在交流中发现他们对于公共

参与的理解容易受家长和教师的影响。如课堂的师生交流学生不能很好

的理解教师讲授的内容，存在着“流于耳边”的现象；家长重视学习忽

略劳动，学生不能“两点论”的看待问题，对于公共参与的理解认同层

次趋于表面。 

1.3 高中生公共参与缺乏实践。马克思曾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

上是实践”、毛泽东也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共参与是高

中政治学科外在行为表现及实践的统一。而现在部分高中生存在着“懒

惰”状态或“沉迷于网络世界”，对于集体实践活动或者是社会活动不感

兴趣，又或者是课程繁忙没有公共参与实践的时间。其核心就是高中生

的公共参与培育只是停留于理论知识，缺乏实践。 

2 高中生公共参与素养的培养策略 

2.1 教师做到公共参与的言传与身教相结合 

古语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统的应试教育中教师更多承担

的是课本知识的讲授，属于语言传递的层面。而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我们

的教育越来越趋近于生活化、实际化。高中生的心理年龄表明他们的行

为仍具有模仿性，所以政治教师在课堂和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对于学生的

影响都是很大的，因此在政治教师对于公共参与素养的培育不能停留在

语言传递的层面，而应该泛化延伸到教师的行为举止。这就要求政治教

师要提升个人修养：第一政治教师要加强具体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只有

自身的理论知识丰富扎实，才能做到传道授业解惑；第二政治教师要主

动的参与公共事务，首先教师要主动使用政治权利以及承担社会责任；

其次教师带领学生参与班级、学校、社会的公共事务； 后要带领学生

参与到政治生活，如行使监督权、选举权以及被选举权。 

2.2 学生做到公共参与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公共参与核心素养是高中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践归宿，同时也是

它们的外在行为表现的统一。对于学生的公共参与核心素养的培育，不

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学习的层面，要应该要落实到实践。培养学生的公共

参与素养，教师要知道学生能“参与什么”，以及让学生明白“怎样参与”，

好让他们熟知参与的途径、方法，从而参与到具体的公共参与实践。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 年版）》在实施建议中提到要构建活

动型、探究型课堂，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时要注意活动的开展以及学生

的参与。如在《政治与法治》这本书《人民当家做主》这一课以“协商

民主有什么优势”为议题的学习，探究我国政党制度的特色以及协商民

主的意义和价值。教师可以在课本理论知识的讲解之下，配合具体的实

践活动，如让学生走访本地的政协委员，了解本地的热点民生问题，发

表自己的看法。在具体的实践中理解“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

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学生在实际参与的过程中，还提高学生作为

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以及参与技能。 

2.3 深入发掘教材与优化课堂教学方法相结合。提升高中生的公共

参与核心素养，第一要深入的发掘教材，拓展学生公共参与的知识。公

共参与的基本知识是学生能“参与什么”的问题，高中生作为公民的一

份子，“参与什么”应该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如《政

治与法治》就从个人、政府、国家、国际层面讲述了公民政治生活的内

容，需要教师深入的发掘教材和时政，这样既能丰富学生的公共参与知

识又能提升学生公共参与的积极性。第二要优化课堂教学方法，提升学

生公共参与的能力。公共参与的能力体现的是学生“能否参与”的问题，

提升学生的公共参与能力，就是让学生掌握公共参与的方法、途径。其

一合理的运用案例进行教学，如《政治与法治》中“我国公民的政治参

与”这一课，可以结合 2018 年的人大代表的选举实例，在讲解具体实例

时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民主选举；其二运用情景体验教学，设置模拟的“人

大代表选举课堂”，在情景课堂中让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进行操作。通过案

例教学结合情景体验教学，学生不仅掌握了民主选举的概念、还掌握了

公共参与的方法和技能，更提升了学生作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公共参与素养作为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外在表现形式及实践的

统一，是高中生必不可少的素养。而政治课堂作为培养公共参与素养的

主阵地，要从知、情、意、行这四个方面着手，做好高中生公共参与素

养的培育工作，培养他们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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