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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案例 情境创设
———如何构建综合性高中政治教学课堂

毛苏萍

（江苏省溧阳中学，江苏 常州 213300）

【摘 要】高中政治学科的传统教学模式历来存在“过分注重知识灌输”的弊病，而随着课程改革，当前的政治教学更加强

调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 这就需要政治教师积极引入实际案例，创设教学情境，构建综合性的政治课堂。 虽然目前许多高中政

治教师已然意识到情境教学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将新课改的教育理念充分落实。 在实际教学中仍旧习惯性的为学生标注

重点知识，让学生死记硬背，导致高中生对政治学科逐渐消弭了学习兴趣。对此，本文从情景角度、生活角度、历史角度、实践角

度深入探究政治教学案例的优化应用，力求将情境教学法的授课优势充分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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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蓬勃发展， 我国的高中政治教育实施全面改

革已经是大势所趋。未来国家需要的政治人才不能只是呆板的

纸上谈兵，而是要能将学过的理论知识融会贯通。 但令人担忧

的是，许多高中政治教师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依旧采取较为

稳妥的“灌输式”教学。 在面对高考的前提之下，很少有教师敢

于标新立异，寻求教学突破。即使开展了信息化教育，推广了情

境教学法，许多政治教师也只是浅尝辄止，没有深入研究高效

的应用策略。 高中政治教师应当积极变革沉痼的教学理念，通

过多元化的授课策略积极开展情境教学法，保障高中生政治素

养与道德观念的稳步发展。
一、情景交融，丰富教学元素

以往教师在应用情境教学时， 所创设的课堂情境十分粗

糙。高中生在体会情境的过程中，会感觉到很严重的违和感，难

以代入到课堂情景。 比如在多媒体教学还未全面展开时，教师

讲解某个教学案例通常会让学生们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表演其

中的内容。 而高中生往往感觉这种“演戏”方式的学习十分幼

稚，从而产生抵触感。而信息技术与政治教育的结合，丰富了教

学元素，促进了政治课堂的情景交融感。 政治教师可以用多媒

体设备构建出情感丰富、案例形象的教学环境，充分调动高中

生的学习积极性。 比如在展示教学案例的同时， 引入视频、图

片、背景音乐等多种元素，呈现出多元化的媒体情境。不仅能将

政治课堂引入的教学案例讲解的更为生动，也能潜移默化的让

学生对政治学科萌生学习动力。
以高二思想政治人教版必修 4《哲学与文化》第三单元“文

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教学为例，由于本单元涉及到国内文化

与国外文化两方面的论述，在导入本单元的课程时，政治教师

可以通过多媒体播放国内外比较典型的文化代表。比如美食文

化， 可以先让学生分别观看我国的知名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

国》，日本的怀石料理视频，法国的古典菜系视频等等，领略各

国不同的饮食文化。 同时，也可以简单介绍我国的菜系文化中

引入了哪些外国料理的特色技术，我国的美食对外国人的饮食

习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以饮食为案例所创设的教学情境，
可以通过美食带来的视觉刺激丰富高中生的学习感受。从而引

出本单元的教学重点，即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学习

借鉴外来文化的精髓之处，从而转化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发展形势。 让学生们感受到文化输出的重要性，体会我国深

厚的文化底蕴，并从中感受到自豪感，形成文化自信。
二、旁征博引，结合生活实例

除了丰富情境教学元素以外， 政治教师所引用的案例还

要具备两个要素，其一就是贴近学生们的日常生活。 因为生活

实例最容易让高中生产生学习代入感，不仅有利于教学情境的

营造，也能更好的吸引高中生的学习注意力。 高中政治教师创

设生活化的教学情境，不仅能变革传统政治教学呆板固化的沉

痼风气，也契合了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将政治教学承载在学

生们的实际生活之中，让学生能从中积累经验，感受政治知识

与生活之间存在的关联性。
以高二思想政治人教版选择性必修 2《法律与生活》这本

教材的教学为例，其中的章节涉及到“民事权利与公民义务”、
“家庭婚姻”、“就业创业”、“社会纠纷”等方面的内容，与高中生

的日常生活关系十分密切。 高中政治教师可以大胆的旁征博

引，在情境教学中大量结合生活实例，有效激发学生的联想思

考。 比如在教学第一单元“民事权利与义务”第二课“依法有效

保护财产权”的第二节“尊重知识产权”时，就可以把我国当前

盗版猖獗的社会现象作为案例。 盗版书籍、盗版光盘、破解软

件、论文抄袭、品牌高仿等等，都属于不尊重知识产权的表现。
再比如教学第二单元“家庭与婚姻”中第五课“和睦家庭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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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为了让学生们了解到家和万事兴的重要性，可以将社会

中大量滋生的单亲家庭现象作为教学案例展示在课堂上。而单

亲家庭在高中生群体中也屡见不鲜，学生结合案例情境，很容

易产生联想思考，将课堂案例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互对比。 继

而引发学习共鸣，或产生同病相怜一般的感触，或产生前车之

鉴、后车之师一般的警惕之心。而无论哪一种学习感受，都能让

学生意识到政治学科所蕴含的时效性、热点性、针对性，了解到

政治学科全方面的、综合性的教育意义。
三、引经据典，积累历史经验

案例选择除了生活化要素以外，另一个要素在于历史。 古

人常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其实，让学生在政治学习中吸

取历史教训，一样能收获不菲的学习心得。 而历史教学素材能

够通过文献、实物、人物口述来获取，高中政治教师在情境教学

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文本、图片、视频的形式，展示历史典故、人

物事迹等内容，结合教材知识点，启发出深层的学习思考。比如

历史人物的情境引入，可以激发学生内心见贤思齐的自我思想

教育，将古人作为学习榜样。 而反面人物同样可以成为高中生

明辨是非的反面案例， 让学生能主动矫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促

进自身品德素质的健康成长。
仍以高二思想政治人教版必修 4《哲学与文化》第三单元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第七课“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节“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教学为例，政治教师在通过

情境教学普及我国传统文化时，可以将我国古时候女性必须从

小缠足、遵守三从四德的陈旧风气普及给学生，让高中生了解

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中也深藏着许多落后愚昧的风气。随

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后人通过历史积极吸取了教训，这才将我

国传统文化内涵中优秀的一面展现给了全世界，这才体现了正

确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旨，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

打好了教育基础。或者在教学第二单元“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
第六课“实现人生的价值”时，政治教师通过引经据典，引用晋

代车胤囊萤映雪、西汉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 并通过古人奋发

向上的历史案例，让学生了解到价值的创造和实现必须要经历

拼搏。 如果只是空想、遐想自己未来的成就，在学习上不思进

取，那么想要创造自己的个人价值就如同一句笑谈。由此，不仅

拓展了情境教学法的应用范畴，将历史囊括其中。 也为高中生

提供了思想启示，使其端正学习理念，体现了政治学科综合性

教育的目的。
四、知行合一，强化政治素养

高中政治学科开展情境教学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让学生

掌握重难知识点，如果学生只能夸夸其谈，对各种政治理论了

然于心，但应用于实际生活却手足无措，那么高中生的政治学

习就如同本末倒置一般，丧失了原本的教学初衷。因此，高中政

治教师可以参考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的 “教学做合一”理

论，开展“知行合一”的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将情境课堂中学习

来的案例转化为自身的实践能力，从而能做到参与社会、认识

社会，用一种幸福的观念、理性的思想来投入到学习生活之中，
从而润物无声的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价

值观。
以高二人教版思想政治选择性必修 1《当代国际政治与经

济》中第二单元“世界多极化”第四课“和平与发展”的教学为

例，政治教师要让学生养成关注国际热点时事的习惯。 由于高

中生即将步入弱冠之龄，其思维上逐渐趋于成熟，社会责任感

也在不断增强。 对国际时事与社会热点充满了关注热情，教师

可以常带领学生们从报纸、网络、新闻中提取有用的政治信息。
比如近期美国总统常常对外做出不正当的外交行为，极度影响

到中美之间的和平关系。在面对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对美国内部

带来的严重威胁时， 美国总统没有将关注点放在国民的健康

上，而是各种推诿责任，企图靠对外制造矛盾来平息国内的舆

论，这明显违反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交流原则。 而美

国国民也在不停发动暴乱，让本就严峻的美国国情进一步雪上

加霜。学生可以从中引起反思，严格遵守国家法律与社会秩序，
为保障国家的稳定发展“知行合一”的付出自己的一份心力。这

也与美国暴乱国民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学习中有效强化

了高中生的政治素养。
总之，新时期的高中政治教育，需要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案

例结合到一起，而情境教学法正是优化案例教学应用的良好途

径。 政治教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有效实施情境教学法，比如通

过多媒体引入图片、音乐、视频等多种趣味元素，为高中生营造

身临其境的学习感受。或者引入高中生身边耳熟能详的生活实

例，激发学生的学习代入感。 再或者由政治教师带领大家回顾

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最后政治教师还应当实施知行合一

的教育原则，将课堂情境拓展到学生的生活情境，引导高中生

将学习过的政治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用情境教学法激发学生

的情感思考，提高学生的政治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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