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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治教学的核心素养培养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教师既要充分从知识要点出发,也要善于引发各种生活中的典型实例,还可以调动学

生自身的生活经验。教师要加强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与锻炼,结合教学内容有效融入情感教育,让学生具备更好的实践能力,本文对此进行了

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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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素养的概念及其意义 

中国学生所需要发展的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

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是顺应新课程教育改革的素质教育理念,满足社会发展进步的人才需求的

重要举措。它以培育学生的个人综合素养为核心,对学生在整个人生进程

中的发展以及成才都有着巨大的助益。它适应了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

革发展趋势,并能够有效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 

2 高中政治的核心素养的培养策略 

2.1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多元活动 

就学生构建核心素养的能力而言,仅凭讲解远远不够。要让学生养成

道德核心素养,离不开课堂的教学内容。教师需要从课堂教学出发,结合教

材内容,细化每一个知识点,从而制定相对应的教学目标。也就是说,只有

先制定出相关核心素养的目标,才能引导出接下来的学习重难点和学习计

划,最终达成学习目标的实现,并且间接地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核心素养。

与此同时,挖掘生活中的素材和时事政治事件加入课堂教学。开展多种多

样的活动,如组织学生进行社会问题调查研究,设立相关课题,写小论文,

组织社会热点问题辩论等,加强学生的参与度,提高学生学习热情。 

2.2结合教学内容有效融入情感教育 

很多学生之所以对于政治课程的学习兴趣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

家觉得这门课程理论性过强,且很多知识点难以理解,有较大的学习障碍。

了解到这种基本情况后,教师要在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上有所调整与

转变,要转化教学策略,化解学生的知识理解障碍。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

从知识内容的教学出发融入情感教育。通过对学生内在积极情感的引发,

不仅会让学生对知识及问题的探讨更加主动与投入,思考探究的效果也会

更加理想。在这种积极学习的背景下不更有助于对学生学科能力的锻炼和

核心素养的培养,也会让学生慢慢感受到这门课程学习探究的内在趣味。 

2.3辨析式学习过程的价值引领 

教学中要精选范例,通过实例分析,提炼观点。在矛盾冲突中进行甄

别、理解、深化、总结。如在法制教育课程中,可以选择身边的案例进行

分析,成立模拟法庭,由学生扮演律师进行辩护和旁听,使学生身临其境的

用所学知识进行实战演习,从而加深课本知识的认识和理解。此外,还可以

通过探究活动来拓展视野和能力。对一些社会性问题,如噪音污染、光污

染等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查阅文献,分析其形成原因和本质,并提出

解决方法。 

2.4设计综合性的教学形式 

政治理论虽然抽象但却与生活密切相关,而教学形式的多样化则有助

于学生理解政治学科的素养。如今教育改革的方向,是要学生将在课堂中

学习到的知识重新運用到生活中去。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就应该带入

一些社会时事热点内容,拉近学生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在进行一堂课之前,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播放一些相关的广告或其它影音内容,然后进行

提问,让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再将得出的结论引入到课堂知识点中。如在

讲授保护消费者权益相关内容的时候,可以通过播放315节目的一些短片,

让学生分组,一组扮演销售者,一组扮演消费者,一组扮演生产商,进行辩

论,到底谁是受害者,谁是责任方,结合实际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这样就

在很好的结合社会热点的同时,让学生更加深入的感受到书本与社会之间

的关系。 

2.5广泛开展系列化社会活动 

政治来源于生活,更要学以致用地去应用于生活。因此,培养学科素养

参加社会化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学校要多通过开展校外的综合实践活

动,让学生感受政治学科的用处,培养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积极履行公民

的责任和义务。 

2.6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 

在以往的高中政治教学进程中,对于学生最终学习情况的考核主要都

是通过考试成绩来进行的。这种考核方式就促使学生只重视对于政治学习

成绩的提升,并且认为死记硬背就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完全忽视了对于个人

综合能力的自我发展和培养。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这种情况进行改善,高

中政治教师需要对学生的学习评价体系进行创新。一方面教师需要关注学

生的学业情况,而另一方面教师更需要重视对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成果。 

对于学生核心素养培育成果的评估将会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并且囊括

着学生课堂课后表现的方方面面。例如学生在课堂中进行举手发言的频次

和质量,学生在相关的主题教学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和表现情况,学生在课

外参与时政热点相关的实践活动的情况等等。高中政治教师转变评价体系,

也就直接促进了学生自我观念的转化,提升了学生自主培养自身的核心素

养的相关意识。 

3 结语 

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学生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教师要加强对此

的重视程度,注重在教学方式、内容上进行相应的创新,进而培养学生的政

治素养。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也要注重联系实际,让学生可以更好的将一

些理论性的知识点应用到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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