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当前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存在一些制约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现实困境。这些现象的存在，可以归因于课程改

革本身的复杂性、固守旧经验的思维习惯、教师对于新课程标准实施的畏惧心理以及教师缺乏改进教学技能与方法、教学评价的科

学指导等方面。因此有必要充分理解实现教学理念转变的必要性与策略要点，并切实从国家立场、素养培育、议题式教学、自主探究

能力培养、高阶能力培养、专业成长支持等方面，实现教学实施方式的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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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的发

布，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新一轮课程改革完成了

体系建构的任务。如何在教学实践中落实这些任务，

就成了当下广大一线教师和教研员高度关注的热点

问题。这就要求教师们具备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相

适应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实施方式，顺利完成基于学科

核心素养培育的教学转变。

一、实现教学转变的现实困境及其

原因分析

对于一线教师来说，要在教学中实现思想政治学

科核心素养的培育，需要应对和改变的东西很多。而

就目前的教学实践来说，也的确存在很多现实的约

束，让教师们不能主动有效地投身于教学转变的过

程。这些现实的困境，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改的整体性格局布局方面不够完善

从课程改革的系统性来说，需要实现高中思想政

治课课程标准、教材、考试评价的一体化推进。而从

目前的实际状况来说，新的课程标准已经发布，但基

于新课标的教材尚未进入教学一线，而考试评价更是

状况多多。有些省份，虽然是旧课标、旧教材的教学，

而评价对于新课程理念的体现已经非常充分，这对这

些省份的一线教师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有些

省份还处于观望状态，没有在考试评价中充分体现新

课程理念的要求。这些省份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则处

于要不要关注新理念的纠结中。各个省份课程改革

方案的差异性，考试评价权是收于教育部还是放到各

省的不确定性，以及时事政策更新的频率，等等，都对

思想政治课程的系统化和完整性产生了不利的影

响。处于一线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往往被来自不同方

面的信息影响，经常迷失方向。

（二）课程理念落实方面效果不理想

从教学理念的科学性来说，思想政治课在充分落

实思想性与知识性的统一方面，以及注重考试评价方

面，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思想性与知识性的统

一，是高中思想政治课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在当下的

教学实践中，这一特征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有不少

教师，还是习惯于从“应对考试”或者“夯实知识”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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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推进教学，将教学的目标定位于知识层面，而忽视了

思想政治课对于学生的思想塑造的重要作用。有些教

师甚至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剥夺了学生的自主思维和

深入思考。以这样的教学理念为主导的教学，必然会

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打击他们的学习积极性。甚至

有些时候会“制造”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的厌倦情绪。

（三）自主学习和探究精神培育缺少自觉

从教学技能与方法的角度来说，对于学生的自主

学习和主动探究精神的培育还缺少自觉性。教学过

程是一项充满生成的艺术过程。适宜的教学方法，以

及恰当运用的教学技能，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让他们通过实际的参与和自主探索实现学

习的过程。但在当下的教学实践中，有些教师在这方

面的表现很难令人满意。其主要表现就是教师替代

学生思考，在课堂上没有给学生充分展示思维过程的

机会和时间，没有让学生自主经历学习的过程，只是

简单地把结论“砸”给学生，甚至将教学内容表格化、

图形化、试题化。学生能做的，只能是按照教师所给

的东西，以“苦读书”和“死背书”的方式，被动地、机械

地接受。这样的做法，对教师而言很辛苦，对学生来

说也缺少获得感和成就感，“教师出力不讨好，学生费

力学不好”，成为制约教学效率的突出表现。

（四）教学评价的指向和方式有不科学的现象

从教学评价的角度来说，对于课程评价的突出重

视，直接影响了教学评价的尺度和方向。在课堂上的

丰富生成，本来应该是体现学生思维活力的重要载

体。但基于应试指向的教学评价，往往忽视这些丰富

生成的意义和价值，片面追求学生对于知识的学习，要

求学生不要“偏离”知识学习的方向。特别是一些刚刚

教完高三的教师，在给高一的学生上新授课时，也往往

喜欢以“今天所学内容在过去三年的高考中出现的频

次及考点”等之类的提示作为新课学习的开场白，首先

在教学评价的指向上给学生确定了应试的基调。在这

种教学评价的尺度下，循规蹈矩、亦步亦趋地跟在教师

后面的学生被视为“好学生”，而那些有独立思考、思维

比较活跃的学生则被贴上一些不好的标签，成为打击

和限制的对象，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积极性。

以上的困境及其描述虽不是思想政治课一线教

学的普遍现象，但这些现象的存在，对于思想政治课

教学来说的确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这些现象的

产生，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课程改革本身的复杂性。本次以学科核

心素养为关键内容的课程改革，是对我国教育教学的

重大推进，涉及面非常广泛。而我国各个地方的地域

差异、教育水平差异，不同教育主管部门之间的权责

分工等等，都决定了当前的课程改革是一个复杂的

“综合工程”。在这个“工程”的建设过程中，部门不协

调、地区不协调、环节不协调等情况的出现，是难以避

免的。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必然表现，也正是下一

步落实课程改革必须拿下的“硬骨头”。

其次是固守旧经验的思维习惯。教学是一门创

新的艺术。特别是思想政治课教学，要紧跟时代，随

时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而有些教师，在自己的

教学模式和风格相对确定之后，就缺少进一步改变的

动力和自觉性，而以“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

的方式应对本次课程改革，固守已有经验，拒绝和排

斥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理念更新。有些教师则

“新瓶装旧酒”，表面上接受了学科核心素养的新理

念，而在教学实践中则依旧回到知识本位的旧做法上

去了，用自己原有的经验体系“解构”学科核心素养培

育，使其在教学实践中变成知识学习的手段。

再次是教师对于新课程标准实施的畏惧心理。

有些教师，其基本的思想包袱，可以概括为“不是不想

改，而是不敢改”。学科核心素养的讨论如潮涌来，很

多教师也有充分的机会通过专题培训、专业学习等方

式接触新课程理念，所以，对于“新课程理念是科学

的”这一类的判断，他们是基本认同的。让他们纠结

的是“科学的理念是否等于理想的结果”。基于这样

的顾虑，很多教师不敢或者不愿在教学实践中落实基

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教学改变，而是总希望在看到

实实在在的改进和提升效果之后再付诸实践。

最后是教师缺乏对于改进教学技能与方法、教学

评价的科学指导。有些教师存在“不知道怎么改是对

的”、“不知道怎么评价更合适”的心理状态。客观地

说，在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教师专业成长

的专题培训中，还缺少对准教师和新教师的精准指

导，缺少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专业指导。这样带

来的问题，就使得有些教师采取“既然不知道怎么走

更好，就干脆停在原地”的立场和态度，在客观上成为

推进课程改革的阻碍力量。

二、实现教学理念转变的必要性与

策略要点

教学理念的转变是推进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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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转变的关键点。只有充分认识到了实现教学

理念转变的必要性，广大一线教师才能有落实教学改

变的紧迫感。只有充分理解了实现教学理念转变的可

能性，广大一线教师才能有实现教学改变的积极性。

实现教学理念的转变，其必要性主要表现为以下

几个方面：

（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迫切需要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

对教育提出的总要求，是教育教学改革的根本方向。

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1］2018年 9月 10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

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

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

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2］

2019年 3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思想政治理

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3］这些论

述非常明确地强调了当前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只有从这个层面和高度上理

解教学理念的必要性，才能彻底转变“可改可不改”的

消极想法，真正在教学中积极主动地推动和实施教学

理念的根本变化，真正实现“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3］

（二）改变课堂教学指向的迫切需要

课堂的改变，是基于理念的改变而发生的。因

此，只有教师实现了基础认识和基本价值判断的转

化，他们对于教学行为的选择才能更加明确地指向基

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维度。因此，在教学的推进过

程中，教师要更加自觉地关注某项教学任务背后的本

质要求，真正从理念指向上落实教学任务。例如，在

学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相关内容时，如果教师的理

念基础是“让学生记住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

那么教学所指向的就是将相关内容落实到教学环节

中。而如果教师能从政治认同素养培育的不同水平

维度出发，就可以从“列举实例”、“结合历史”、“学会

比较”、“纠正谬误”的不同水平层面，让学生真正从思

想认识上理解教学任务，让学生从层层递进的学习和

思考过程中实现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深化。有了这样

的理念指导，课堂教学的指向，就不是浅层和表面化

的“记住”，而成为深入学生内心的“懂了”和“能用”。

这种变化，正在当下的思想政治课堂发生。

（三）理解课堂教学的效率和价值的迫切需要

教学真正的效率和价值，应该是效果与效益的高

度统一，是学生基于教学流程的推进而实现的精神成

长。尤其是思想政治课堂，教师的着力点，一定不是

面面俱到的知识陈述，而是由表及里的深入分析和收

放自如的教学状态。按照这种理念，教师们需要关注

的核心要点，不应该是知识要点是否讲全，而应该是

学生在哪些关键点上需要重点突破。只有在这样的

教学理念指导下，教学过程才能变成学生实实在在的

学习过程，教学效果才是学生满满的获得感和教师成

就感的统一。《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明确提出：“要

围绕课程目标联系学生生活实际，挖掘课程思想内

涵，充分利用时政媒体资源，精心设计教学内容，优化

教学方法，发展学生道德认知，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

和道德实践。”［4］这里所涉及的几个基本方面，都是

教学理念转变必须落实的迫切要求。

（四）实现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迫切需要

这次课程改革充分关照学生的个性差异和成长

特点，以社会对于人才需求的多样化为背景，在保证

基本教育要求的前提下，在学科核心素养层级水平划

分、课程结构安排、教学实施要求等方面，都对学生的

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例如，在课程的基本

理念中，明确提出“让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历练中、

在自主辨析的思考中感悟真理的力量，自觉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5］（P2）这里的“自主”和“自觉”都是

彰显学生个性发展魅力的重要方式。只有在这样的

理念指导下，政治课堂才能对学生的全面而有个性的

成长提供充分的助力。这正是思想政治课的魅力和

价值所在。

实现教学理念转变的策略要点可概括为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重视国家层面的理论深化。国家层面的理

论深化，为教学理念的转变提供了根本依据。党的十

九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家进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新时代，并对未来发展规划了新的“两步

走”的蓝图。“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6］

这对于方方面面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课程改

革和课堂教学如何以这个新的历史方位为根据，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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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教学中充分体现新时代的新风貌和新要求，体

现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基本要求，是思想政治课不可推

卸的重要使命。将与时俱进的治国理政理念，以生动

形象的形式呈现于政治课堂，就能让学生全面而深刻

地理解这些理念的意义和价值。目前，中宣部、教育

部等重要部门，制作了很多富有时代气息的理论宣传

普及资料，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媒体传播提供

了非常充分的条件。这就要求广大教师真正从教学

理念上重视这些资源，主动、自觉地将其置于教学过

程之中，用丰富、生动的方式为学生呈现真实而充满

活力的社会生活。

第二，重视德育教材的统编统用。根据教育部的

部署，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

科教材，正在推进统编统用工作。2019年秋季学期开

始，义务教育阶段将全面落实三科教材的统编统用。

基于新课程标准的高中教材编写，也贯彻了这一原

则，将语文、历史、思想政治三科教材，实现由教育部

教材局组织实施，汇聚全国范围内的学科专家、教育

专家和一线教师、教研员力量，实现统编统用。这些

教材也将在 2019年秋季学期进入教学一线。教材的

统一，对于思想政治课教师来说最为直接的便利就是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的“话语体系的一致性”。因为是

全国范围内的“一标一本”，所以在教学内容研究、教

学实施策略、教学评价方式等方面，就有了更多可借

鉴、可交流的平台，为教师们提高自己的教学效率，提

供了更为充分的条件和更加宽广的平台。

第三，关注先进的教育探索实际经验。先进教育

探索的实际经验，为教学理念的转变提供了丰富的样

本。随着新课标的发布，全国各地的教师们对于新课

程理念的热情，空前高涨。很多地方的教师和教研

员，也在推动这项工作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

作用。教学论文的撰写、专题讨论会的召开、公开课

的展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广大教师对于新课

程理念的理解和探索。这些探索过程中所形成的宝

贵经验和切实感受，为更多教师的教学理念更新提供

了非常丰富的示例和样本。关注这些活动的开展，并

基于这些既得经验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是教

师们实现理念更新的必由之路。

第四，彰显考试评价机制发展的时代性。考试评

价的与时俱进，为教学理念的转变提供了评价的标准

和尺度。与新课程改革相适应的高考改革，也牵动了

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于涵在

题为《新时代的高考定位与内容改革实施路径》的文

章中提出新时代高考的定位和任务是“作为教育公平

之保障，发展素质之必需，新时代的高考，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任务，以公平科学评价人才为主要使命，积极

引导和促进教与学，与之共同实现德才兼备、全面发

展的育人成才目标，并助力学生学业减负增效及教育

教学提质达标。”［7］无论是全国卷还是北京卷，从 2016
年到 2018年，其变化趋势都非常显著地体现了前述定

位。因此，当前的教学，可以参照这三年的高考评价

方式转化，充分研究以高考的变化为切入点，落实于

日常教学的切实改进，实现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

教学转变。在这个意义上说，考试评价的改进，不仅

为教学转变提供了迫切的必要性，也提供了现实的可

能性，为思想政治课堂的深刻变化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和有效的抓手。

三、实现教学实施方式转变的策略要点

基于教学理念的变化，教师在具体的教学实施方

面可以从以下策略入手，落实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的培育和提升。

（一）以生动案例呈现坚持国家立场的重要性

高中思想政治课必须首先坚持国家立场，这是政

治学科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政治作为思想政治学

科核心素养的第一要素，正是这一要求的重要体现。

而要在教学实施中落实这一要求，就需要教师必须从

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根据高中生的成长特点，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际，用学生可以参与

和感悟的实际案例，理解国家立场的重要性。党的十

九大报告等文件，以及这些重要文件精神落实和体现

于课程标准及教材的每一句话，都是以丰富的社会生

活作为背景和支撑的。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上，要让学

生理解这些话的核心要义，就必须用学生喜闻乐见的

方式，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充分展示出来，

让学生从切身的理解中把握国家立场的真实意味。

只有基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态的分析，才能体现国家

立场的真正价值，实实在在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同时，对于那些不尽美好的社会现实，要从“实

然”与“应然”的差异性着手，让学生对于改变不理想

的社会面貌，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在真实基础上的

国家立场，才是坚定而可靠的。

（二）以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作为教学核心任务

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四个基本要素，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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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科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问题的基本要点，也是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思想政

治课的价值所在。“思想政治学科素养是课程改革中

继承和发展的产物，是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发展的必然

结果。”［8］要将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贯彻于从

设定教学目标到推进教学流程和实现教学反思的每

一个方面，将从知识到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目标，

转化为以核心素养要素培育为核心的目标设计，并将

其在教学实施中贯彻始终。在设置教学目标的过程

中，教师要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明确不同学科核心

素养要素在教学中的实现方式。在教学推进的过程

中，知识的展开应该服从于素养培育的进程，教学的

着眼点应该是素养培育的基础策略和培育效果达成

的完善程度。在教学反思环节，教师的关注点也应该

是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以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以此为参照的教学感受和得失分析。只有这样的教

学，才是实现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有效手段。

（三）以议题教学落实活动型学科课程的教学实现

活动型学科课程的设计，是本次思想政治课程标

准提出的一个特色和亮点。以议题式教学落实活动

型学科课程，则是思想政治课教师落实新课程标准要

求的重要抓手和落地点。充分借助议题式教学的改

进，落实活动型学科课程在教学中的实现，对于思想

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以议题式教学落实的活动型学科课程，将成为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的一种重要课型，成为大家关注

的重要方向。因此，要充分理解议题式教学的主要设

计原则、基本实施步骤等基础性问题，在议题选择、议

题展开、内容升华等关键环节，切实发挥思想政治课

对于教师思维的促进作用，以生动有效的方式，让围

绕议题的讨论，真正成为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可靠途

径。学生在参与议题讨论时所表现出来的合作精神、

探究意识、思维逻辑等，都可以作为学科核心素养培

育的关注要素，成为评价学生进步与提升的参考。只

有切实将这一策略贯彻于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全

过程，才能让思想政治课“浸润学生心灵，变化学生气

质，升华学生人格，成为学生重构精神自我、积累生活

智慧、增进人生幸福的成长历程。”［9］

（四）以自主探究充分促进学生学习能力提升

本次课程改革对于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和意愿的

充分关照，是一个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方面。虽然

“以学生为本”的口号已经喊了很久，但在教学实践中

还有不少教师仅仅做到“以学生的分为本”。要改变

这种情况，教师就必须把探究的权利还给学生，让学

生在自主探究和试错中发现真理、深化认识，进而全

方位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应该在课堂教学中放弃

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向学生展示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贯

彻新的教学理念。”［10］教师应该成为学生自主探究的

指导者、陪伴者和欣赏者。在必要环节的有效点拨可

以化解学生的思维困惑，让他们及时纠偏；真诚的陪

伴会让学生和教师一起感受发现的快乐和成长的美

好；由衷的欣赏则能对学生的积极表现产生正向的强

化，让学生在充满成就感的同时更加增强继续努力的

意愿与倾向。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教师要做到这些

方面，就可以让学生在充分展示自我的同时实现核心

素养的提升，进而更好地实现我们期待的教学效果。

（五）以问题解决促进和落实学生高阶能力的培养

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要以问题解决为重要抓

手，围绕学生可以感受和参与的真实情境，充分体现

任务导向，让学生在寻找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实现

高阶能力培养。按照这一策略，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

在教学中更多关注问题链的渐进性和阶梯性，用层层

递进的问题，引导学生逐步深化对于相关问题的思

考。通过从简单情境、一般情境到复杂情境，再到挑

战性复杂情境的进程，让学生逐步学会用学科思维解

决现实问题。“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

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3］只有

按照这一设计推进教学，才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学科核

心素养水平层级。需要说明的是，强调高阶能力的培

养，并不是不需要实现输入过程的初阶能力和实现

“发现近联系”的中阶能力培养，而是强调不要把教学

的重点局限于初阶和中阶能力的维度。只有让学生

摆脱只关注输入的死记硬背，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高中

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生态，切实增加中学政治课堂

的吸引力。

（六）以专业发展为目标为教师提供切实的教学指导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

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3］教育主管部门和教

研部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主动为

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学指导。对一线教师最有效

的教学指导，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和教研部门提供的直

接指向教学的指导。因此，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教研

部门，应该紧跟课程标准发布后的发展实际，克服纯

应试化的惯性思维，真正将对教师的指导回归到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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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正确方向，用理论解读、课例展

示、集体研讨等形式，切实实现中学政治课教学的有

效指引。只有安排好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才能把针

对教师培训的机会变成学生成长的机会。也只有这

样的培训，才能为教师们明确课程改革的方向，以及

如何在教学中落实符合课程改革方向的教学转变。

综上所述，基于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教

学理念与实践转变绝非一日之功。唯有广大教师的

教学理念和教学实施策略发生真正的改变，才能最终

实现学生的根本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的转变

和学生的转变都需要静待花开的过程，教师应该保持

积极主动的心态，自觉投身到这个过程之中，积极探

索、用心感受，用自己独具匠心的创造性劳动，帮助学

生完成华丽转身，成就他们的学业进步和精神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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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Cultivation of Core Compet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ubject in Senior High School

LI Xiaodo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s
which restrict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competency. The problem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curricu⁃
lum reform itself, the habit of thinking firmly to the traditional experience, teachers’fear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the teachers’lack of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eaching skills and method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so 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necessity and strategic points of re⁃
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conceptfrom the aspects of national position, competency cultivation, topic-
based teaching, independent inquiry ability training, high- level ability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growth support
and so on, thus realizing the fundamental changes of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ubject in senior high school; core competency; teaching ideas; teach⁃
ing implementation;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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