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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at�the�current�stage�of�junior�high�school�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urse�teaching,�in�uenced�by�traditional�teaching�concepts,�
WHDFKHUV��WHDFKLQJ�FRQFHSWV�DUH�EDFNZDUG�DQG�WHDFKLQJ�PHWKRGV�DUH�RXWGDWHG��ZKLFK�LV�QRW�FRQGXFLYH�WR�WKH�PRELOL]DWLRQ�RI�VWXGHQWV��
learning�enthusiasm�and�the�improvement�of�teaching�ef�ciency.�In�response�to�this,�this�paper�takes�the�opportunity�of�the�important�
VSHHFK�GHOLYHUHG�E��*HQHUDO�6HFUHWDU��;L�-LQSLQJ�V�6FKRRO�,GHRORJLFDO�DQG�3ROLWLFDO�7KHRU��7HDFKHUV�6HPLQDU�KRVWHG�E��%HLMLQJ��DQG�
SXWV�IRUZDUG�WKH�PDLQ�VWUDWHJLHV�WR�EXLOG�D�G�QDPLF�MXQLRU�PLGGOH�VFKRRO�LGHRORJLFDO�DQG�SROLWLFDO�FODVVURRP�DQG�LPSURYH�FODVVURRP�
teaching�ef�ciency�in�the�new�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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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探究建构有活力的初中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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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思想政治课程是初中阶段基础教育中的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它对帮助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及形成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现阶段的初中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
教师的教学观念落后，教法陈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和教学效率的提高。对此，本文以习近平
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为契机，提出了新形势下构建有活力的初中思想政治课堂，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主要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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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对思政教师

的要求

����年 �月 ��日上午，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明确提出了

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做到“六个要”的要求。即：政治要强、

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习

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推动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

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并提出“八个统一”。即：政治性

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

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

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

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2�新形式下构建有活力初中思政课堂的主要

策略

在新形势下，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中对思政教师的要求，并能够及时的

反思自己在教学中的不足，勇于创新，能够做到以“学生”

为根本，强化“和谐课堂”的教育理念，重视对学生核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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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培养，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自主学习+鼓励性评价”

教学方法，从而使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倍增“活力”。[�] 此外，

我们想要什么样的课堂？这是每位教师需要永恒思考的问题。

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点拨、点评、点化。点拨指解疑释惑、

纠偏归正，捕捉火花，激活思维；点评指点出亮点、点出误点，

评出方法、评出信心；点化指捕捉灵犀、妙手点睛，萌发灵感、

促发顿悟。教师最重要的角色由知识讲授者变为信息的捕捉

者、整合者。华东师大叶澜教授说过：“从更高的层次——

生命的层次，用动态生成的观念，重新全面地认识课堂教学，

构建新的课堂教学观，它所期望的实践效应就是：让课堂焕

发出生命的活力。”要想使思想政治课堂充满活力，我们可

以从以下三点入手进行优化：

第一，鼓励性评价。这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是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主旋律，其中艺术板书和书法小品有效

评价的运用在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最为普遍和实用。而有效

的课堂评价催生出有效的课堂实效，在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

中我通过多种有效的课堂评价，使学生“青睐”道德与法治课。

第二，自主学习。自主学习就是学生在当堂非常明确的

“自主学习目标”的要求下，在学案导学的帮助下，通过自

我调控的自主学习活动过程。在此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

的自主学习的要求，在课前需要认真通研教材，彻底把握教

材、把握学生，注重搜集多种资料，在尊重学生实际和学习

规律的基础上，制订切实可行的分层导学案。在课堂教学之

前，学案要提前下发，学生根据学案，自主解读文本，初步

学习，完成基础知识、基础题目，从总体上对文本有初步把握，

完成基础性目标，从而为课堂的深入学习奠定基础。此外，

新课程改革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学习方式，

而自主学习 ( 意义学习 ) 是相对于被动学习 ( 机械学习、他主

学习 )而言的。概括地说，自主学习就是“学生自我导向、自

我激励、自我监控”的高质量的学习。[�]

第三，借助信息技术的力量。如今，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开始深入融合，在信息时代，如何借助技术的力量，让课

堂焕发生命的活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杨宗凯提出，教

育信息化从��.��时代向��.��时代转变，即从重点关注量变向重

点关注质变转变；从强调应用驱动、融合发展，向注重创新

引领、生态变革转变。所以，对于一线教师而言，技术与教

学的融合不仅强调应用，更会逐步改变教育的生态，教师在

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的利用信息技术，如开展多媒体教学、

录制微课、与学生进行线上线下交流等，让信息技术成为构

建高效课堂的助推器。[�]

3�开展有活力思想政治课堂的几点思考

有效课堂就是能发挥 ��分钟的时间效能，师生、生生之

间互动有效良好，学生能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能主动的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大部分学生能完成学习任务，

能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每个学生都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

和收获。如何启发学生自己质疑？学生自己质疑不同于传统

的启发式教学，前者是学生自己质疑，后者是老师设疑，前

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但二者又是紧密联系的。因为

兴趣要靠培养，疑问要靠激发，思维要靠指导，如何把学生

引导到“愤愤乎、悱悱乎”的境地，真正使初中政治“活”

和“火”起来，还待不断探索。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使课堂生动活跃的教学法是我赞赏的教学方法。教

学过程中，用一些平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例子来跟学生解释，

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我想每一种

教学方法都有它的独特之处，如果用得好了，用得恰当可以

使课堂变得丰富多彩。现将自己在教学实践中对开展活力思

想政治课堂的思考总结如下：

3.1�关于智慧课堂和做智慧型施教者的思考

首先，“智慧课堂”的理念是把课堂还给学生，着重为

学生创设自主学习的环境，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鼓励学生

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采用课前自主先学、课中互动生成、

课后个性拓展的课堂组织形式，重构课堂生态，着重培养学

生的高阶思维能力。智慧型的教师都清楚这一点，如果某部

分知识学生自己能学会，最好让他们自己学，“学懂”比“讲

懂”好，“探究”比“讲授”好。

其次，不论课堂如何变革，学生课堂参与率始终是教师

关注的重要内容，接地气的教学学生参与率理应是高的模式

呈现。但是一定注意学生的个性差异性问题。即：每个学生

的认知结构、知识结构、心智行为是有差异的，所以每个学

生在同一学习环节的学习过程、学习效果也是有差异的。课

后灵活拓展，就是一个学生“独学的模式和过程”。学生通

过课后“独学”消化“群学”的成果和收获，实现个性化深

度学习和知识点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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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教师的角色和教育理念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教师

的作用逐渐主要体现在点拨、点评、点化。即：点拨指解疑释惑、

纠偏归正，捕捉火花，激活思维；点评指点出亮点、点出误点，

评出方法、评出信心；点化指捕捉灵犀、妙手点睛，萌发灵感、

促发顿悟。教师最重要的角色已经由知识讲授者渐变为信息

的捕捉者、整合者。这一模式的呈现体现在学生方面，就是：

学生在活动中的状态，发表的意见、建议、观点，都是教学

过程中的生成性资源，�教师要及时捕捉这些信息，�整合这些

信息，推送这些信息，�形成新的教学环节和深度思考点，使

课堂呈现出动态生成的活泼氛围。关注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更关注学生的综合素养；通过分组合作探究、典型代言分享

逐步开阔视野，形成团队合作、共生、共赢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是课堂教学的核心价值理念。

3.2�关于高效课堂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二者兼容的

思考

第一，高效课堂首先界定是一种课堂模式，同时也是一

种课堂管理模式，更是一种全新值得同道们去探究的一种教

育教学思想和理念。复杂、全新、整体、系统、深刻的课堂

打造不可控和不提倡模仿。而打造高效课堂模式，可以借鉴

借助“学、展、点、练、评”的教法。“学”即“学生自主

学习”；展：“展”即“展示交流，分享共赢”；点：“点”

即“精讲点拨，点评升华”；练：“练”即“有效训练、知

识落实”；“评”即“评价肯定，核心素养价值观德育践行”；

如“学”即“学生自主学习”。学生在当堂教师预设的明确“自

主学习目标”要求下，在学案导学案课件测评等预习助力下，

通过自我调控的灵活自主学习活动的逐渐完成过程。如我在

这一环节中集中体现在通过测评习题同步学案题册预习助力

等去把控完成。注意的是这个过程需要体现分层的教学要求、

分类的学习样式、分级的训练目标；这个过程其主旨在于把

思维的过程和学科育人理念渗透给学生。也就是说要注意学

生的个体差异性问题。最好分 �-�个层次要求为宜。检验一

节课堂的教学是否高效亦或是否真正到位产生课堂实效，最

根本的是看学生是否真正动起来了，是否真正开窍了，是否

真正积极主动、生动活泼地参与到学科教学学习之中去了。[�]

第二，兴趣要靠培养，疑问要靠激发，思维要靠指导，

如何把学生切实引导到“愤愤乎、悱悱乎”的境地，真正使初

中政治课“活”起来，还待同道们不断探索。美国教育家杜威

在介绍自己的教学经验时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教育的对

象是一个活生生的思想、感情、意志、个性都处于变化中的个

体。”学生是认识的主人，而不是认识的容器。灌输式教学及

应试教育中的机械记忆的共同特点就是单向的信息传送，学生

的所见所闻、所想所疑并没有得到交流，心中的疑团并没有得

到解开，思想并没有得到升华。古人云：“施教之功，贵在引导，

要在转化，妙在开窍。”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

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

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

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十八个

基本要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明确了“��世纪应该培养学生

什么样的品格与能力”，通过教师教学实践活动的开展，引领

和促进学科教师的专业发展，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

借鉴育人同道的教学智慧，改变存在的“学科本位”和“知识

本位”等现象极具创新性和现实性价值。

4�总结

新形势下提高初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思政课

改革的核心内容，我们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敢于创新，不

仅要创新教学观念，还要创新陈旧的教学模式，通过创设各

种各样的教学情境以及优化教学内容等方式来使思政课堂充

满活力，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乐于学习思想政

治课程，这样才能够促使高效课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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