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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误解”是思政课普遍存在且制约其提质增效的桎梏之一,同样也是重要却备受忽视的思

政课课堂资源,思政课教师应善意接纳并积极发挥“知识误解”对提升思政课教育教学效果的正面作用。

本文通过对“知识误解”现状和价值分析,归纳出思政课“知识误解”的典型样态并挖掘其背后价值。

从“误解”走向理解的思政课既需要教师准确表达也呼唤师生间广泛交流,更需要多元主体转变教育评

价的方式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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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research from knowledge "misunderstanding" to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Exploration on the value and Enlightenment behind the "knowledge misunderstand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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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misunderstanding" is one of the shackles that restrict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but neglected classroom resour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should accept in good faith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knowledge misunderstanding" in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value of "knowledge mis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ypical forms of "knowledge misunderstand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and excavates its 

valu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from "misunderstanding" to understanding not only needs teachers' 

accurate expression, but also calls for extens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but also needs 

multiple subjects to change the methods and concepts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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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政课教师用一种

应当意识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去培养学

生的应当意识,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在

实际的教学中,对学生施加这种应当意

识的教育影响并非易事,人作为复杂个

体不仅能认识、利用规律,还能抑制和忽

略规律,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常常是

因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还未从“误解”

走向理解。 

1 思政课堂“知识误解”现象

客观存在 

误解作为一种学生内在生成性存在,

教师难以发现和捉摸,如果学生不主动

袒露,对知识的误解就会在学习中无休

止地遮蔽下去,以至于最后扩散到其他

方面。虽然“知识误解”是高中思想政

治课堂普遍存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但

是鲜有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对思政课“知

识误解”的样态、原因和作用加以关注。 

从以往的调查研究和实际的教学中,

我们发现,在学生选择自由以及外界客

观条件的影响下,其“知识误解”往往掺

杂许多不确定因素,其行为表现有时与

行为动机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对作为具

有复杂思维能力的人的行为进行全面彻

底的分类极难办到。本文的关注点不在

于研究学生“误解”到何种程度或者学

生是否全情投入学习或者投入几何,而

在于研究真实学习情境下,具有学习主



国际教育论坛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196（P）/ 2705-120X (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7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动性的学生为何出现“知识误解”、“误

解”的样态以及解决的措施。 

2 正确认识思政课“知识误解” 

2.1“知识误解”的概念界定 

“知识误解”概念的界定在学界引

起了广泛的讨论。学者王惠敏认为：“‘误

解’是事物的本质与人们对它的本质的

认识之间的偏差。“知识误解”就是知识

的本质与人们对它的认识之间的偏差”。
[1]学者杨坚把“误解”定义为“在言语

交际中听话人没有准确或全面理解说话

人语用意义的语言现象”。[2]学者王安全

认为“误解”是“认知结果与认知对象

事实不相吻合的理解”。[3]笔者认为思想

政治课的“知识误解”是指学生将已学

知识置于新情景中,使用貌似合理但实

则错误的方式解决思想政治问题,表现

为知识迁移失败。 

2.2璞玉浑金——“知识误解”价值 

2.2.1研究思政课“知识误解”是回

归教育本质的需要。首先,应试不是真正

的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最大的特点

就是“目的设定”——教育者的目的设

定要触发受教育者的目的设定。国家领

导人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

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

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服务。”[4]这既是教育发展

的方向,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的基本

遵循。其次,思政课的目的是立德树人,

而不该是过度关注政治考卷分数。将理

想的考试分数和不错的评估结果当作教

育目标是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通病,在

很多的教师看来,追求理解的教学、评估

与国家要求和标准化考试是相悖的。“知

识误解”这个概念通常情况下会使教育

者和受教育者都感到局促不安,因为它

意味着,学生阶段性学习的效果不佳,教

师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能力受到质疑。从

学科教学转向课程育人,从“高分至上”

转向关注知识本身、学生本位是新时代

思政课教师贯彻教学目标的要求。优秀

的思政课教师应该勇于掀开遮蔽,深挖

学生的知识和观念误解,在教学全过程

充分重视“误解”来获得更好的学习效

果,达到教育目标。最后,研究“知识误

解”有利于归还教育的关怀性和人文性。

“教育研究的对象是以人的内在精神为

基础、以‘主体赋予’为载体的意义世

界和价值世界。”[5]思想政治教育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遵循,重视学生在课程中人

格和正确价值观的培养,是“以情动人”、

“以理服人”的关怀性课程。重视“知

识误解”是把教育当作了人的活动,把学

生当成了“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的

真实个体。人是变化发展的,是欠缺的,

不是封闭的,存在误解是人发展的客观

现象,也是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习中

必然存在的情况,任何回避都是对学生

和现实的不尊重。重视“知识误解”使

得教育系统对评价的看法也随之而变,

对教育评价的执着不再是为了获得一个

量化依据,而是为了引导学生通过评价

主动地参与到认识自我、教育自我、提

升自我的过程中去。 

2.2.2研究“知识误解”是思政课教

育教学的现实需要。首先,“知识误解”

是教育教学易付诸行动的切入点。人的

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都会经历

一个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

多的过程。思政课堂上有许多关于人类

社会发展、民族未来走向以及国家治国

理政的知识,它们似乎与学生存在着时

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使得很多学生学习

仅停留在识记、了解水平,许多知识即使

学会了也无法在头脑中正确“再认”,

单个的“知识误解”汇集成“误解链”、

“误解团”,更不要谈对思政课知识应

用、分析和创造了,离党和国家以及时代

对思政课要求相差甚远。更严重的是,

这些“知识误解”发生扩散,在各种主客

观因素的影响下,个人主义思潮、普世价

值、无政府主义等思想观念会不断冲击

思想政治课堂的影响力,在青少年中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迷乱,严重影响主

流价值认同。其次,答疑解惑是学生学习

获得感的直接来源。学生学习思政课知

识的信心从何而来,从“守得云开见月

明”的思维过程而来,如果真相是可捉摸

的,那么追逐真相的过程就是值得的。国

家领导人指出,“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

‘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

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

和栽培。”[6]学生通过经历知识学习过程,

尤其是经历“学习知识—出现问题—发

现误解—纠正偏差—转化误解”这一过

程后,会感悟到知识折射出的生活哲理

或人生之道。思想政治课研究的主题是

“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思

政课教学对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历

史责任、民族自信、自我意识意义重大。

没能把学生心里真正的困惑揭开来,没

能把教材中真正的道理解释出来,学生

也难以真正被说服,难以真正葆有“四个

自信”。 

2.2.3“知识误解”是珍贵的课程

资源。首先,错题是学生成绩提升的抓

手。在教师单方面知识传递的轨道上,

如果教师讲解的思政课内容没有与学生

头脑中的“前见”产生冲突和忤逆,知识

误解就不会引起学生明显的心理不适,

知识的欠缺就隐形了,这是学生学习状

态萎靡,学习成绩不佳的根源。错题是展

示学生思政知识掌握效果的最显性指

针。学生在每一次当堂检测、课后习题、

配套练习和阶段性测试之后都会产生大

量的错题,除去看错和笔误等影响因素,

“知识误解”是错题大量产生的主要原

因。错题的堆积是学生对思想政治课失

去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学生因为逐渐

遗留的概念、事实问题和关系问题不能

及时解决而失去了学好这门课的信心。

教师应在试后乘热打铁,找出学生知识

迁移失败的症结,引导学生从自身情况

出发制定学习计划和寻找适合自己的方

法,达到准确理解后成绩提升的目的。其

次,“知识误解”是复习课的重要内容。

复习课的课堂效率,取决于思政课教师

对学生“知识误解”情况的掌握程度。

大量的习题和机械记忆是多数思政课教

师选择的复习课授课方式。且不说这种

授课模式是否对学生提高政治课成绩有

明显效果,对内容进行反复再认虽然有

利于加深知识在学生头脑中的印象,但

这一行为应建立在学生对知识正确积累

的基础之上。当知识理解的道路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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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和反复再认不但不能够疏通思路反

而会使学生产生极差的课堂体验感,将

对思政课的兴趣消磨殆尽。“知识误解”

是教师复习课教学诊断的重要对象,是

珍贵的复习课课堂资源。 

3 思政课“知识误解”的样态 

2001年学者安德森(L.W.Anderson)

和索斯尼克(D.R.Krathwohl)批判继承

了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在肯定布鲁

姆教育目标理论在过去40年为世界做出

贡献的同时,将旧教育目标划分为知识

维度和认知过程维度两个方面,并给出

相关分类。本文在研究《布鲁姆教育目

标分类学修订版》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

根据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具体情况,对思

政课“知识误解”的典型样态进行了具

体分析。 

3.1事实性误解 

当下我们倡导思政课大中小一体化

教学,经过小学、初中的民族精神和爱国

主义教育；经过高中的政治认同、科学

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等素养的培

养,很多学生依然存在最基本的思想政

治知识事实性错误。对于诸如“马克思

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社会主义中

国境内有且只有一个党”、“传统文化是

老人们才喜欢的文化”、“不许过‘洋节’

是因为圣诞节比春节有趣”以及“赛龙

舟吃粽子起源于韩国”等事实性“误解”

广泛存在于学生脑海。一些教师甚至在

高校的课堂上,公然质疑南京大屠杀遇

难者同胞的真实性,质疑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可行性。对上述情况,我们既感

到啼笑皆非,深感滑天下之大稽,但同

时也提醒思政课教师必须正视多年来

思想政治事实性知识讲解效果至此的

悲凉状况。 

3.2概念性误解 

概念性误解是相对于事实性误解而

言的,简单的说就是对所学知识本质的

把握出现偏差。概念性误解不是学生无

法“名词解释”某知识,而是不能从更深、

更广的角度去理解。这样的例子在思政

课上并不少见。如,有许多学生认为“共

和国”和“合众国”是同一种体制；有

学生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史

观”和“政治经济文化无国界”是同一

种理念；还有学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只有计划经济才

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概念性误解意

味着学生学习可能仅停留在识记层面,

缺乏对知识真理性的认识,更无法触及

锻炼创造性思维的层面。 

3.3程序性误解 

程序性误解是偏重于“怎么做”层

面的误解样态。在具体的思政教学中,

表现为学生不能准确表达和论述某一知

识的过程和步骤,或者将事物发展过程

割裂开来。如,一些学生认为按照人类社

会更替的规律,共产主义会自行来到；一

些学生无法理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之间的关系；在许多

学生的认识里,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

度以及哲学上的诸多观点只是不同册教

材的知识点,他们不知道这些概念之间

的关联,看不到哲学对具体实践的方法

论指引。 

3.4知识更迭性误解 

教材上的知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

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更迭。发展是

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特征,人们对事物的

认识总会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

级到高级的过程。如,高中部编版教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加了人类社会

发展进程和趋势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等内容,大量的事件和人物

让学生有种恍若历史课的感觉,对相关

知识的学习还停留在以往史实记忆的

基础上。再比如,以往学习“正确对待

传统文化”的相关知识时,“三纲五常”

往往被我们视为传统文化的糟粕,必须

全盘否定,当下我们加深了对“三纲五

常”认识,提出“三纲废,五常存”的观

点。思政课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真理观,用发展的眼光克服知识更迭导

致的误解。 

4 思政课“知识误解”产生的

原因 

4.1思政课“知识误解”的生理成因 

思政课的“知识误解”现象可以用

“注意过滤器模型”来解释,学者布罗德

本特认为人的神经系统高级中枢的加工

能力有限,为了避免神经系统加工的超

载,通过类似“过滤器”的装置将部分信

息“滤掉”,确定所选择的信息进入知觉

系统再进行认知分析。[7]被神经系统“打

散”、“过滤”的教师语言信息在学生中

枢系统重合时会出现与原来的信息偏差

和褪色的情况。思政课教师在理论讲解、

价值引领时或许表达是无误的,但通过

学生大脑的编码会发生一定机率的知识

“走样”。 

4.2思政课“知识误解”的现实原因 

4.2.1语言传递的特性。每一个人都

有个性化的词库和语言表达体系。思政

课堂上出现的“知识误解”是教师与学

生两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存在的认识不

一致导致的。每一位教师生活阅历不同,

表达思想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每一位学

生成长经历不同,对教师输出的信息进

行输入、解码、排序的方式也有区别,

这就导致学生形成对思政课理论和知识

的误解。 

4.2.2教师不当的认知与理解。思

政课教师有不同的受教育背景,接触的

话语范式和在校时的师资质量会影响

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与理解。

思政课教师对理论的理解会直接影响

思政课立德树人任务的实现,影响学生

是否能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理想信念

和道德观念以及党和国家的事业是否

后继有人。有些教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抱有怀

疑态度,根本无法承担起社会主流意识

形态传播者的职责,更不要谈为学生答

疑解惑了。 

4.2.3知识学习与操作实践分离。任

何一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都是观念因素

和实在因素的结合,是知识与实操的结

合。从“误解”走向理解的教育研究需

要突破以往僵化的、主客二分的教育范

式,明确知识实际上内涵于实践的目的

之中,转变理论的单向输入以促进知识

和实践的交互创生。教师在知识与实践

相孤立的教学活动中往往得到片面和单

一的评价信息。实践课堂会给予学生二

次学习知识的机会,实践的土壤可以验

证知识的种子,使其顺利收获成果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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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畸形果实,甚至一无所得。实践是检验

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当学生真正理

解了知识,就可以将它们迁移到新的甚

至是令人困惑的情境中去了。即便有学

生在理论课堂上产生了“知识误解”,

在实际操作中知识迁移失败也会让学生

获得一个信号,促使他重新反思学习过

程,加深对理论的理解,直至获得真理性

的认识。 

4.2.4思想政治课程的特殊性。与其

他单一学科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涵盖了

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

学科的知识,体现了知识性、思想性和价

值性的统一。丰富的内容和庞杂的体系

对学生来说既是宝藏又是挑战,对学生

理解能力和思辨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国家把思想政治课放在极端重要的

位置,来自理论的召唤和现实的期待使

得学生认为思政课离自己生活过于遥远,

学习起来困难重重,严重缺乏学好思政

课的信心。 

5 误解走向理解：研究思政课

“知识误解”的启示 

研究“知识误解”的目的不是为了

对此概念进行学理性的推敲,而是为了

从“误解”出发走向理解。思政课教师

时常会抱怨一些学生考试成绩差、同样

的话语以知识的形式出现在课本中,以

标语的形式出现在街面上和建筑物上,

都无法和其他同学达到同样的领悟水

平。殊不知,正是由于学生理解方面的参

差,教师才有了发挥才能的余地,思想政

治教育才有了发展的空间。 

5.1坚持正确理解与准确表达、广泛

交流紧密结合 

首先,教师要注重提升语言表达的

准确性和艺术性。以往学生在思政课上

产生“知识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

师的讲解既没有使学生感受到理论魅力

和制度优越性,还给学生形成了思政课

“填鸭式”价值灌输的印象。著名教育

家张伯苓说过：“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

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8]思政课教师

要经常磨课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也要关注专业学习,提升自己的理论素

养。在思政课堂上,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体

验参与,重视学生的课堂感受,改变说教

式的授课方式。教师也应积极尝试活动

型思政课模式,用任务驱动学生学习,

重视学生对理论的探究和辨析,改变以

往只有学生单方面接受的被动状况。其

次,学校教育需要重视交流环节。理解

导向的教育活动应当重视对话交往,师

生之间的对话是提升思政课亲和力的

重要途径。思想政治课程作为典型的社

会科学其研究方式应该是建立在教育

者和受教育者对话基础上的理解,而不

应该是基于教育者单向独白基础上的

解释。通过师生之间的阅读与对话,有

利于知识信息的传递,加深知识在学生

头脑中的印象,通过思维碰撞来激发学

生真实的领悟。教师在思政课堂上要多

尝试小组合作学习的模式,让学生在同

龄人的团队中,畅所欲言,化解疑难,改

变学生有苦难言,“知识误解”独自承

担的独行状况。 

5.2坚持追求理解与重视评价相结合 

我们必须承认对于思政课学习效果

目前没有唯一的或本身就是完美的评估,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放弃这方面的

尝试。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关于学生评价

的改革势在必行。学生“知识误解”的

化解依靠贯穿于学习全过程、全方位、

淡化甄别和选拔功能的评价体系。 

首先,教育评价应贯通学习的全过

程。“知识误解”化解有赖于诊断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相互衔接的全

流程评价体系。全流程有利于及时发现

学生“知识误解”的潜在可能、准确追

踪“知识误解”产生的病灶,便于最终“知

识误解”的集中诊治。许多思政课教师

会在课前“摸底”,根据课程目标抛出某

一话题,收集同学对该话题的评价、态度,

调查学生对该话题的知识储备,这是诊

断性评价的有效尝试。坚持课前摸底与

课后反馈紧密结合不仅是教师获得学生

发展信息的有效途径,更重要的是这一

做法尊重了学生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

的规律。其次,要坚持评价方式多样化。

学校应该坚持学生自我评价,教育过程

中其他成员评价以及学生之间互评等多

主体评价模式。新课改提倡学生评价的

主体扩大化,对学生的评价不应拘泥于

一纸试卷,这种“板上钉钉”的评价方式

会使学生产生“知识误解”的羞耻感,

不敢正视暂时的欠缺,偏离教育的目标

和本质。教师应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学生

学习效果的证据,使学生成为评价的积

极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总的来说,思政课核心素养是思政

课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系

统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

品格和关键能力,这些素养在纸笔测试

中无法显现。思政课教师要更加关注学

生的课堂表现,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培

养学生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

和公共参与的素养。思政课教师以立德

树人为工作的指针,也要积极通过家访

和家长会等途径纠正家长和学生对评价

的偏差理解,悬置一切前见,改变以往的

政治学习只关注分数,分数不理想归因

于学生疏于背诵的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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