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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教学在思想政治课中的应用

摘 要 ：情境教学是现代教学 中被广泛采用
，
并被实践证明 能提升课堂效率的教学 方式 。 政治 学科的 理论

特征、 功 能地位 、 学科特点 ，
要求善用 、巧 用 情境教学 ，

即联 系 时事 热 点设置 情境 、提炼 问 题创设情境 、 运用 多媒

体设置情境 、鼓励学生参与 创设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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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师生关系 ，
在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的新形势下 ，师生之间 应该是平等互动 、

共同发展的关系 。 无论是哪
一

个学科
，
新课堂都应该

像一个大舞台 ，
教师应成为导演 ，

学生应成为主角 。

如何把课堂变成大舞台 ，
让师生扮演好各 自 角 色 ，

情

境教学无疑是
一个很好的选择。

―

、 厘清思想政治课堂的情境教学

情境教学是
一

种教学模式。 它是教师和学生以

思想政治学科 中特定的教学 目标和内 容为依据 ，利用

各种有效资源 ，
创设教学场景以调动学生学习 兴趣 ，

让学生在情境中体验 、在情境 中学习 ，
并在情境 中质

疑 、突破 ，推动情境的转换与 发展 ，

从而实现师生互

动 、生生互动 、 师生与情境的互动
，
在 互动 中激活课

堂 、提升效果 、达成 目标。 这
一

过程中 ，
学生不仅要掌

握理论知识 、提升能力
，
还要提升学科素养 ，

进而提升

个人核心素养。

情境教学 的关键在于教学情境的 创设与演绎 。

成功的教学情境包含以下特点 ： （ ｉ ） 可发展性。 教学

情境是一种大情境 ，
可 以贯穿整个课堂教学过程

，
如

果仅用情境导人替代情境教学 ，则是对情境教学的片

面理解 ；可发展性也可 以理解为是
一种活情境 ，

突出

一个
“

活
”

字 ， 它是一种可演绎 、 可以让师生互动 、
可

推进的情境。 （ ２ ） 生活性 。 教学情境的设定应尽 可

能生活化 ，
尽可能接地气 ，

让学生有 亲切感。 （ ３ ） 工

具性。 教学情境的选择与创设
一

开始必须明确 ，
情境

更多的是一种手段 ，
是要让学生通过感受情境 、 拓展

情境 、总结情境来激发兴趣 、拓展思维 、掌握新知识新

方法
，
如果把情境变成 目 的 ，

为情境而情境无疑是一

种本末倒置。 （ ４ ） 多样性。 教 学情境的设定 固然有

一些比较流行或常用的形式 ，
如欣赏多媒体材料 、创

设问题等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此 ，
难免显得单调 ，

久之

则乏味 。 因此 ，
情境创设也要有创新精 神 ， 不拘泥于

形式和内容 ， 只要能实现教学 目标都可 以采用 。 （ ５ ）

向心性 。 教学情境必须是有
“

魂
”

的情境 ，在使用情

境式教学中 ，
最容易 出现的

一

个问 题是 ： 学生在情境

中迷失 了 。 因此
，
情境创设必须收放 自 如

， 当学生在

情境行进过程 中 偏离 太多 时 ， 要 及 帮助 学生重 回

轨道。

二 、 思想政治课要求善用 情境教学

１ ． 思 想政治 学科的理论特征要求善用 情境教学

由于学科的特殊性 ，思想政治课必须绝对规范 、

严肃 、准确地传达党和国 家 的路线 、 方针 、政策及理

论 。 因此 ，
思想政治学科的理论表达很难有太多的形

象性语言和艺术性展示。 这对于从小习惯于声情并

茂 、生动幽默的语言环境 中学 习 的 中学生来说 ， 并不

是一下子就能接受 ，甚至出现排斥 。 严谨的理论要求

与 中学生的主观喜好在特定的情况下就形成一对不

可避免的矛盾
，
这
一

矛盾使当前思想政治教学面临
一

个尴尬的境地 。 学生不愿学 、学不好似乎 是合理的 ，

因为在有些学生眼里 ，
思想政治学科太抽象 、 太枯燥 、

太教条 ；政治教师总是那 么呆板 、 假化 、不合时宜。 而

每
一堂课的 目标又是明确的 ，

要 完成包括知识 、能力

及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在 内 的三维 目标 。 由于学生

缺乏对政治课的兴趣和热情 ，
使最起码 的知识 目标都

难以完成 ，
更不用说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

学生的全面发展更无从谈起。 如何打破这
一

尴尬局

面
，
赋予思想政治课教学新意 ，

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

是摆在思想政治教师面前的
一

项艰难而又不得不面

对的
一个课题。 孔子曾说过 ：

“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
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

”

他认为
，

快乐学习是学习 的最高境

界
，
强调调动学习意愿和热情的重要性 ，这恰恰是克

服思想政治课症结的 关键 。 因 此 ，
运用情境教学 ，

创

设良好的情境
，

激发学习热情和动力 ，
是思想政治课

教师应做出 的理性选择。

２ ． 思 想政治 学科的功能要求善用 情境教学

不同学科的功能定位是不同 的 ，
就思想政治学科

而言 ，其功能具有多重性 。 传播理论知识的功 能 ， 传

播基本的经济知识 、政治知识 、 文化理论和哲学知识

是中学政治学科的基本功能 ，
是任何一个学科所不能

替代的。 立德树人的功 能是中 学德育工作的重要职

责 ，
要通过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激发学生 的道 德情感 ，

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同时
，
通过学习锻炼

学生参与经济生活 、政治生活和感受社会主义文化的

能力 。 服务社会的功能 ，思想政治学科必须为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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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政治 、经济 、文化建设服务。 包括宣传党和国 家的

经济政策和理论 ，
培养合格的经济人才 ；宣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 ， 帮助学生树立公民意识和国家责任感 ；

形成与政治 、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理念。 这种特殊地位

和作用 ，
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 。 这种特殊的地位

和功能给思想政治课堂提 出了 更高要求 。 然而 ，与古

代教育和后现代教育不同 ，现代教育是一种规范化学

校教育教学过程
，
主要在课堂上完成 ，

由于课堂教学时

空上的特定性 ，
多层次的功能要求与现代教育的时空

特定性形成一对矛盾。 要解决这一矛盾主要依靠课堂

智慧
，其中情境课堂无疑是一种必要选择。

３ ． 思 想政治 学科 的特点要求善用 情境教学

思想政治学科最突 出的特点是 ： 理论与现实生活

的结合 ，而且必须联系 不断变化发展 着的具体实 际 ，

即体现生活化和时代性 。 只有体现生活化和时代性

才能体现思想政治学科的价值 。 因此
，
生活化和时代

性成为思想政治学科不断 自 我改革和完善的一个方

向 。 近几年 ，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在这方面的努力 。 从

教师的培训 、评价体系的调整 、课程的设置 ，尤其是教

材的改革都投人了很大力量 ， 也取得了 不少成果 。 课

程中直接以经济生活 、
政治生活 、生活与哲学 、文化生

活的字眼出现 ；
内容上不断更新 ，及时把

一

些新的政

策 、理念 、事件体现在 教材 中 ；
在评价考核中 ， 更注意

对体现生活性 、 时代性的相关内容的考查 。 当然
，
社

会是不断发展的 ，
时代也是不断变化的 。 理论既有过

程性和持续性的特征 ， 又有阶段性的特征。 作 为阶段

性成果永远无法与变化发展的实际保持绝对的同 步 ，

总会有时间差。 这一局限只能通过课堂教学来弥补 ，

即用情境教学的方式把最新 、最能体现生活化和时代

性的 内容融人课堂中 。

三 、思想政治课何以巧用 情境教学

１ ． 联 系 时事热 点设置情境

了解时事 、把握社会发展动态 ，
是时代发展对青

少年提出 的一
＂

Ｉ

＂

基本要求 。 这一要求必须渗透到教

育教学的全过程 ，各个学科也通过不同 的形式把时政

教育融人具体的教学实践中 。 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来

说
，
时政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是思想政治学科的
一

个特色。 中学生 了解时政热点

的途径很多 ，可以是读报做题 ，也可以是上网听广播 。

就课堂教学而言 ，最有效的莫过于把时事热点转化为

教学情境。 联系时政热点创设情境 ，

一

是让学生身临

其境地对时政热点有一个深人而准确 的把握 ；二是作

为工具性情境 ，帮助学生实现对学科理论知识的透彻

理解。 这是任何其他时政获取方式所不能 比拟的 。

时政热点的特点是 内容丰 富 、形式多样
，
这为我们利

用时政热点创设教学情境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
，使以

时政热点创设情境独具优势。 当然单纯的 时政热点

并不是现实的教学情境。 如何把单纯的时政热点转

化为教学情境
，
如何让学生在情境教学中尽可能地获

取更精确的时事动态 ，
如何让时政情境为学科理论知

识的掌握提供有效服务 ，
是我们采用这一情境教学方

＼＼式必须统筹考虑的问题。

２ ． 提炼 问题以创 设情境

通过提炼问题设置情境是各学科教师在课堂教

学中最常采用的一种形式 ，有其独特的优势。

一

是针

对性强 ，形成情境的问 题往往是根据教材 内容 、相应

的课程标准要求提炼 出来 ，
这种问题直接指向要学习

的内容和要达到的 目标。 二是可行性强 ， 提炼问题创

设情境对相应辅助条件要求较少 ，
它不需要任何道

具。 三是可控性强 ，通过问题创设情境 ，
目标明确 ，

路

径清晰 ， 师生
一

般会沿着设定的轨迹 ，
不可能偏离太

远。 提炼问题创设情境关键在于问题的提炼 ， 就思

想政治学科而言 ，
问题的设置必须是通过对它的演绎

能够涵盖到基本的知识点 ，
通过问题的分析

，
不仅要

达到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 、 能力 的提 升 ， 还要有助于

核心素养的培育 。

３ ＿ 运用 多媒体设置情境

学习的过程也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世界的过

程
，
在这

一

过程 中 ，
人对信息 的获取 、筛选 、 加工 、转化

是有选择选性的 。 较强的感观刺激和多样化的感观刺

激
，
更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对信息的获取 ，从而有利于他

们在这一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思维活动。 就这一点而

言
，
多媒体具有无可比拟 的优势。 现代多媒体技术能

集声音 、文字 、图像 、色彩于一体 ，
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此外 ，现代多媒体可以利用

其强大的现代信息技术优势 ，
对既得的信息材料进行

筛选 、加工 、组合 ，使其形成的情境最大限度地接近所

要学习的知识
，
更好实现教学 目标。 多媒体情境教学

有助于教师对教学过程的 引导和把控 ，
当情境演绎受

到阻碍停顿时 ，
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推动情境的发展 ；

当教学过程发生偏离时 ，
教师可及时通过多媒体的切

换及时予以 纠正。 运用多媒体设置情境 ，要求教师熟

练掌握多媒体技术 ， 只有熟练掌握相关技术
，
才能发挥

多媒体的强大功能 ，
为完成教学 目标服务。

４ ． 鼓励 学生参与情境创设

教学过程 中
，
教师要起主导作用 ，

这是绝大多数

人所认可的 。 所以形成的 习惯性思维是 ：教学情境的

设置应该是教 师的工作
，
由 教师设置情境 ， 学生适应

情境 ，在情境中探索学习这是再 自 然不过 的事情 。 殊

不知
，
情境的设置并不仅仅是教师单方面 的事情 ，

学

生作为学习 的主体 ，
也应是教学情境创设的积极参与

者。 学生参与情境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个师生互动的

过程
，
有利于拉近师生 的距离 ，

有 利于实现教与学的

统
一

；学生参与情境设置可以发挥学生的聪明 才智 ，

挖掘他们的无穷智慧 。 让学生参与情境的设置
，
有助

于加深学生对情境的理解 ，从而更好地在情境 中 学

习 、研究和探索
，
并不断推动情境向前发展。 在鼓励

学生参与创设情境的过程 中
，
教师不可缺位 ，

要把握

好情境创设的方 向和思路 ，
避免偏离教学 目标 ； 要把

握好学生参与的度 ，预 留相应 的空间 和环节
，
避免毫

无悬念 ；
要实现学生参与情境创设形式的多样化 ， 激

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

（ 本文编辑 ： 贺瑶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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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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