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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改的环境下,高中思政课的教学重点变为了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核心素养的养成,能够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高中教师要对思政课的教学进行改革。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来培养学

生的的思政核心素养,以国家领导人的“八个相统一”为要求,进行思政课课堂的教学改革和创新。本文

将分析探讨如今思政课堂教学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在高中的思政课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从而实现

思政课课堂的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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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teaching focus of senior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has becom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literacy 

can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hich requires high school teachers to reform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dopt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to cultivat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re literacy, and carry out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Eight phases are unified".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teaching, and 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literacy in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so as to realiz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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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中强调,“思想政

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青少年阶段是

成长阶段中 重要的关键期,需要教师的精心引导和栽培。在思

政课的教学中,教师要起到一个价值导向的作用,引导学生走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去。在

高中课堂中,教师要全面理解思政课的核心素养,教师才能教好

思政课,学生才能学好思政课。因此,以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思

政课课堂教学改革刻不容缓。 

1 思政课核心要素的内涵 

首先,先要理解核心素养的概念。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学习发

展的过程中,渐渐形成的符合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所必须具备

的品格和能力。并且核心素养具有稳定性,开放性和发展性,是

一个人基本的人格品质表现,而且不会轻易发生改变。高中思政

学科的核心要素是指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的学习,获得具有学科

特点的学习成就,是课程育人价值的体现,包括政治认同,理性

精神,法律意识和参与等要素。 

政治认同就是对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学生通

过对思政课的学习,了解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信走中

国特色主义的发展道路给他们带来美好的生活；能够了解和

认可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实现伟大复兴；

能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 

理性精神是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的理智的思维和行

为特征。通过思政课的学习,学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学生能够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做出理性的解释和判断。 

法治意识是对法律的认可、崇尚和尊敬。通过思政课的

学习,学生能够了解到法治是我国的国家治理方式；知道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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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人人平等的的观念；形成法律思维,解决生活中遇到的法

律问题。 

公共参与是公民主动参加民主管理的过程。通过思政课的

学习,学生能够积极参加民主管理活动；能够了解到参与民主管

理的途径和方法,能够形成勇于担当的责任感。 

2 思政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2.1教师队伍的水平不高 

教师是思政课课堂的引导者和指导者,但是就目前的情况

来说,部分的高中思政老师专业能力不强。高中的思政课是复杂

又难理解的,需要专业能力强的教师来进行教学。但是部分高中

思政课老师的教学和能力水平达不到要求。在既定的教材上,

部分教师做不到对教材联系实际,就干巴巴的照着课本读,导致

学生失去学习兴趣。除此之外,还有对思政教师培训不足的情况,

培训机会区域城乡之间不平衡。因为思政课的教研培训机会有

限,一些偏远地区和县区级学校根本就得不到培训的机会,很多

老师都是靠一本教材和参考书上一堂思政课,因而思政课无法

有效的开展。 

2.2教学形式单一 

长期以来,很多教师都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甚至到现在

都还在使用。在课堂的教学上,部分教师还是采用填鸭式教学,

局限于旧方法,从头讲到尾,没有与学生产生互动,就算进行课

外的补充,学生也会没有印象,就会使得学生就像一个呆板机器,

老师灌输什么知识就学什么知识。并且有些老师用不惯多媒体

教学,还是习惯采用传统的黑板加粉笔进行教学。但是这样的方

式比较耗时,效率低。再者,有些教师运用多媒体教学时也只是

会简单的操作,只会放课件而已,并没有达到运用多媒体教学的

要求。 

2.3考核标准在于背诵记忆 

如今的高中思政课评价方式都是采用考试的方式进行评价,

不管学生的理解能力和理解程度怎样,统一采用一张试卷对学

生进行评价。首先,试卷在结构上多是注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

度,而不是运用程度。其次,高中是一个学习紧张的阶段,学习的

成绩对于高考来说非常重要,思政课教育就变成了具有针对性

的课程,导致许多学生为了取得好成绩,就努力背诵知识点。还

有的学生甚至平时不学习,临时抱佛脚,考前努力的背,考完就

忘。这样呆板的考核方式不利于促进学生思政综合能力的提高。 

2.4实践教学过于形式化 

加强对思政课的课堂实践教学是提高思政课堂水平的重要

保证,但是从部分高中的时间投入和资金投入一般都是在课堂

教学和理论学习上,对与实践的投入少之又少。同时,思政教学

实践活动的展开有很大的片面性和随意性。学校没有统一的实

践教学制度,也没有相应的计划和方案,有时展开实践教学只是

为了上级领导的的检查。同时,实践教学活动往往与思政教学内

容脱节,实践活动与理论并没有联系,只是为了实践而实践,而

不是为了课堂去实践。这样的实践教学活动就过于形式化,没有

充分发挥思政教学内容,没有体现出课堂的要求。 

2.5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不强 

高考改革后,愿意选考政治作为高考科目的学生人数越来

越少,得不到学生和家长不重视。评职称也是某些思政教师的痛

处,因为思政科目评职称的机会并不多,有的思政教师到了50多

岁了还没有评上职称,强烈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因此,思政课

教师与主课老师相比较,受重视程度和展示平台更有限并处于

弱势地位,久而久之,教师就会产生自我怀疑,从而对自己职业

的认同感就降低了,教学热情也随之下降。 

3 解决教学问题的措施 

3.1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国家领导人说“各级党委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摆上重

要议程,抓住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党的政治要求。首先,建立一个完善的培

训机制,对各个学校的思政教师定期展开思想政治理论的培训,

加强他们的理论基础水平。其次,学校要开展对教师多方面的培

训,使他们的思想品质、理论知识、创新能力和教学工作水平方

面都要得到提升,才能更好地教授学生思政知识。 

3.2丰富教学形式 

“思维要新,学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新课堂

教学,给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学

会运用新时代的新思维进行教学,学会课堂的创新,开展丰富多

样的教学形式。教师可以采用案例教学、互动教学、情景教学

等方式展开思政教学课堂,让学生更好地融入课堂,由主动变为

被动,提高学生参加课堂的积极性。 

3.3完善考核标准 

在对学生的考核机制中,要做到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

一,不要采用呆板的考核方式。例如,教师可以把考核分成两部

分,把它分为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既要注重理论,也要注重理

论的实践。其次,也可以根据学生的课堂笔记、课堂表现、出勤

率等方面来对学生进行综合性的考核。 后,要突出对学生理论

实践的考察,例如好人好事,社会实践等。 

3.4完善实践的的模式 

“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

思政课的实践性。”在思政课的课程实践中,要把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这样才能突出思政课程的实践性。其次,不要片面的为了

完成上级领导的任务去实践,而是要主动自发的去实践。实践课

程还可以采用“因时、因地、因材”的实践教学方法。例如,

在红色革命区的学校可以通过参观革命景点灌输思政教育的实

践形式进行教学。 

3.5增强职业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

因而教师要增强自己的职业认同感,因为职业认同感能增加教

师的教学热情,使教师全心全意投入到教育中去,从而提升教学

的水平,使学生得到更好的思政教育。除此之外,政府还要加强

对思政教育的重视,监督学校落实思政教育,加强对思政老师的

关心,建立友好的评职称制度,提高思政教师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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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中思政课课堂的教学改革策略 

国家领导人强调过,想要推动思政理论课的创新,就要加强

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运用这样的方法才

能实现思政课课堂教学改革的目标。所以,在培养学生的思政课

核心素养中,教师要做到以下几点： 

4.1运用情感体验加强学生的政治认同感 

高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成长的关键阶段,他们的思想上正

处于迫切需要正确的引导。这是一个培养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树立正确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好时机,要在

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的政治认同感。因此,要想培养培养

学生的政治认同感需要教师在教学的日常生活中慢慢的进行培

养。例如,在上到经济板块内容的思政课时,教师可以给学生讲

解国家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和我国经济发展中取

得的重大成就。还可以给学生观看影片,用视频呈现的方式让学

生身临其境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上到政治生活的模块时,

运用小组演绎历史人物的方式,可以让学生了解到我国成立以

来的政治制度和改革。由于青春期的高中生容易产生偏激的思

想,受到错误价值观念的影响,所以教师在教授学生课文内容的

时候要积极给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运用多手段多方式的教

学,创设与教材内容的相结合的场景,让他们主动的去学习,在

情景中加强自己的政治认同感。 

4.2运用问题探究来培养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在思政课堂教学的表现可以理解在高中政治课内

容《哲学与生活》方面。可以从此内容中,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

主义哲学去理性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学会用批判的思维去

思考问题。但是,在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是也要注意给学生时间

去思考,不要快问快答。因为只有充分的思考,学生才可以活跃

自己的思维,把问题经过反复的推敲, 后才能得出正确的观

点。其次,教师要做好对学生的引导,因为有的学生在研究问题

的时候会有钻牛角尖的情况,在错误的思考里出不来。这时候教

师就要做出正确的引导,让学生进行多角度的思考,帮助学生解

决思维难题,树立正确的思维观念。 

4.3用案例的研究来培养法律意识 

健全学生的法治意识可以让学生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

自觉的践行法律义务。在高中的政治课的教材内容中,选修5《生

活中的法律常识》中,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基本法律知识。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讲课的时候讲一些身边的法律案例,还可

以借助实时新闻热点让学生进行课堂讨论。除此之外,教师还要

在法律案例中指出哪些是违法行为,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做好学

生的人生价值和法律知识导向。当某些学生遇到法律纠纷的时

候,要教会他们尊重法律,相信法律,相信法律的公平公正,运用

正确的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 

4.4运用公共参与完善思政课程 

想要培养学生公共参与的核心素养,就要让学生积极地践

行公共参与,让学生在参与民主管理的过程中体会到教材内容

《政治与生活》中的民主决策,民主评议等基层民主制度。在评

选班长和学习委员的时候,可以采用匿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评选,

而不是班主任直接评选。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民主的选举权利。

还可以带领学生去参加留守儿童的看望活动,让学生在实际生

活中培养道德情感。总之,让学生进行实践活动必不可少,学生

只有在活动中才能理解知识,从而才会更好地运用知识,让思政

课程得到完善。 

5 结语 

思政课堂教学是帮助青少年培养思想政治必不可少的重要

环节,是帮助国家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重要保障。因而,在高中思政课堂教学中,要努力发现教学问题,

解决教学问题,改革教学思维和手段,从而实现对学生思政课程

核心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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