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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needs to constantly innovate and reform the teaching methods to teach in 
fun, improve th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This paper tak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hinese high school a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discusses the modern teaching method, especially focusing on how to integrate it into the political curriculum. 
The	results	show	that	by	adopting	modern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inquiry	teaching,	observation	practice,	flipped	classroom	and	
using information means, students’ political literacy and thinking ability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the subject knowledge can 
be internalized. At the same time, the role of teachers has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knowledge transmitters to learning guide, and 
constructed a new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with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dern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solve the problems of supporting curriculum resources, the pressure of improv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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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的高中思想政治课需要不断创新和改革教学方法以寓教于乐，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论文以中国高中思想政治课为研
究背景，对现代教学方法进行探讨，尤其关注如何将之融入政治课程中。结果表明，通过采用探究式教学、观察实践、翻
转课堂以及利用信息化手段等现代教学方法，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和思考能力，促使学科知识得以内化。同时，
教师充当的角色从传统的知识传递者转变为学习引导者，与学生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此外，实施现代教学方法须解决课
程资源的配套问题，教师专业技能提升的压力以及教育评价方式的改革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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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师是在教育过程中进行信息解读和传播的重要媒介，

而教学方法则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教学效

果。高中思想政治课作为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

要载体，对于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理解和接纳起着重要作用。然而，目前中国高中思想

政治教育面临着诸多挑战，教学方法的创新变革，学科知识

的内在化，教师角色转换，课程资源配置以及教育评价方式

的改革等问题。因此，探究现代教学方法在高中思想政治课

程中的应用，旨在通过更科学、更有效的教学方式，夯实政

治教育基础，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优化政治课程教学，形

成良好的师生互动氛围，将对提高我国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素

养提升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2 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和挑战

2.1 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分析
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主

要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公共

参与。当前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深

入探讨和改善。

高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教材内容太多、过于理论化、

课时有限等问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跟不上，难以切实

理解和应用相关知识。学生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往往

缺乏实际的分析和解决能力，致使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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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大打折扣。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模式单一且僵化。传统的“填

鸭式”教学方法占据主导地位，教师倾向于通过大量的灌输

来教授政治知识，学生则被动接受。这种模式忽视了学生自

主学习和探究精神，导致课堂气氛沉闷，师生互动不足，学

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现行的高考考试制度主要侧重于对学生分析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的考查。传统的教学方式难

以适应高考要求。

学校和社会环境对政治教育资源的支持力度也显得不

足。政治教育资源配置不均，部分偏远地区的学校难以获得

优质教学资源和丰富的教育素材。政治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

学能力参差不齐，导致教学效果不一致。

当前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方法和评价体系等方

面存在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其教学质量的提升。改进

教育现状，探索和引入现代化教学方法显得尤为必要。

2.2 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
传统教学方法在高中政治课程中存在诸多弊端，影响

教学效果。一方面，教师主导的灌输式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主

体地位，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被动接受知识，缺乏主动思

考和逻辑分析的能力。这种教学方式限制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和独立判断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传统教学方法过于依赖

书本知识，忽视了实际生活中的政治现象，使得学生难以将

所学理论应用到现实问题的分析中。在这种环境下，学生的

学习兴趣往往低迷，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评价标准单一且

侧重于考试成绩，忽视了学生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的培养，

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 [2]。

2.3 教育改革的挑战
教育改革在高中政治课程中面临诸多挑战。课程资源

的不足限制了现代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教材上支撑教学内

容的有些教学案例相对滞后，鲜活的典型的教学资源需要

教师去搜集。现行教材上的情景探究议题被老师一讲带过，

传统的讲授不符合新课程实施的要求，教师在现代教学方法

应用上的专业技能不足，是另一个严峻问题。许多教师缺乏

相应的培训和支持，难以有效运用如翻转课堂和信息化手段

等新兴方法。传统的评价方式多侧重于记忆和认知的考核，

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真实学习质量与能力提升，这对新型教

学方法产生一定制约 [3]。这些挑战需要通过制度改革、资源

投入和教师培训等途径加以解决，以支持教育创新的深入

发展。

3 现代教学方法在高中政治课程中的具体应用

3.1 探究式教学在高中政治课程中的应用
探究式教学作为一种现代教学方法，在高中思想政治

课程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它通过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和分析

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思维。在探究式教学过程

中，教师设计出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情景问题，引导学生通过

讨论、研究和实地考察来获得知识。在实际应用中，探究式

教学要求教师具备较高的指导能力和灵活的教学策略。教师

需要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精心设计探究主题和活动，

并在课堂上营造一个开放的学习环境，鼓励学生大胆提出问

题和表达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加深对政治知

识的理解，还能锻炼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为了确保探究式

教学的有效性，教师需在教学环节中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反

馈，引导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反思和调整学习策略。

探究式教学在高中政治课程中的应用，可以实现教学

的深度化和个性化，帮助学生更好地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通过这一教学方法的推广，高中政治教育能够更加贴近学生

的实际生活，提高其对政治现象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为培养

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打下坚实基础。

3.2 观察实践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的实施
观察实践作为现代教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中

思想政治课程中的应用尤为关键。通过将课堂知识与现实生

活相结合，学生们能够在真实情境中感受政治现象，提升对

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具体实施过程中，教师可以安

排学生参与社会调查、社区服务、参观政府机构等活动 [1]。

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实际问题，还能培养他们解

决问题的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在实施观察实践时，需要确保活动内容与课程主题密

切相关，以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例如，在学习必修

三第六课第三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时，学生可被引导观

察村委会（居委会）的实际决策过程。通过对身边生动实际

的政治实践的观察和分析，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批判性思维

能力得到进一步强化。

教师在指导观察实践时，应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并提

供必要的支持和反馈。合理分配观察任务，确保每位学生都

有机会参与和表达自己的见解，促进合作学习和团队精神 [2]。

在总结和反思阶段，通过对观察结果的讨论和分享，进一步

深化学习效果，实现知识的内化和升华。

3.3 翻转课堂与信息化手段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

的融入
翻转课堂与信息化手段在高中政治课程中的融入，为

学生自主学习和深度参与提供了新的路径。翻转课堂模式

中，教师将课前预习、知识传授通过视频及电子教材等信息

化手段进行呈现，使学生在课外自主完成基础知识的学习。

课堂时间则主要用于互动讨论、问题探究和案例分析，有效

增强课堂的互动性和实效性。通过利用多媒体技术和在线平

台，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实时反馈和个性化学习，从而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进一步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

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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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代教学方法带来的效果分析与未来前景
展望

4.1 现代教学方法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的实施效

果分析
现代教学方法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的实施效果分析

主要体现在学生的政治素养、思考能力、参与度和学习兴趣

等多个方面。采用探究式教学后，学生在课堂中参与问题的

提出、假设的验证和解决方案的制定，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

提升其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学生更倾向于从多角度

审视政治现象，从而培养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

观察实践的应用使学生在现实情境中体验政治理论的

实际运用。通过走出课堂，接触实际社会活动，学生得以将

课本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他们的政治理解能力和社会责

任感有了显著提高。观察实践活动激发学生更强的求知欲和

责任意识，促使其更加主动参与学习。

翻转课堂在政治课程中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

课堂时间由知识传递转向知识的讨论和应用。学生通过课前

学习视频、阅读材料或使用在线资源对知识进行自学，课

堂上则进行互动交流和问题探讨。这种教学方式提高了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信息筛选能力，培养了学习的主动性和创

造性。

信息化手段的引入，为教学提供了更丰富多样的资源

和工具。学生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共享和交流，利用多媒体

资源进行互动学习。这不仅提升了学习的便捷性与高效性，

也拉近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有助于构建互动式的学习

环境。

这些现代教学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显现出显著的积极效

果，促使学生更加关注和掌握政治课程中的重要概念和主

题。充分发挥这些教学方法的潜力还需要确保教师的专业发

展，并在课程资源和教育评价上进行相应配套改革，以迎接

不断变化的教育环境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4.2 师生关系的新模式及其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现代教学方法的引入，不仅改变了教学内容的传递方

式，还对师生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教师作为知识传递

者的角色逐渐被学习引导者所取代。这一角色转变使教师与

学生之间形成了一种更加互动、协作的新型关系，有助于学

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通过探究式教学，教师通过引导提问、鼓励学生自主

探索和思考，促进学生在解决问题中获得知识。这种教学方

式增加了学生与教师的互动频率，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

积极主动。师生之间的信任关系增强，学生更愿意表达自己

的见解和疑问，使教学氛围更加融洽和开放。

观察实践教学方法让学生亲身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在真实情境中学习政治知识。教师在此过程中不再是单纯的

知识讲解者，而是实践活动的指导者和支持者。这种角色的

转变，使得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更加亲密和互动，从而提升学

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和兴趣。

翻转课堂的应用使得课堂时间从传统的知识灌输转变

为知识内化的过程。学生可以通过预习视频和其他资源，自

主学习基础知识，课堂上更多时间用于师生讨论、知识应

用和答疑。教师不再是单向信息传递者，而是知识运用的促

进者和学习过程的引导者，激发了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创新

精神。

信息化手段，使学生能够利用多种数字化资源进行自

主学习和同步互动。教师通过在线平台和工具，实时关注学

生的学习状态和进度，并给予个性化指导和反馈。这不仅提

高了教学效率，还使教师能够更精准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

求，提升整体教学质量。

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对学生学习效果产生了显著的

积极影响。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还提高了他

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合作精神。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地进行专

业发展，提升自身素质与技能，以适应新型教学模式的需求。

现代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需要一个和谐、互动的师生关系，

这些变化也将为未来教育模式的进一步革新提供坚实基础。

5 结语

论文通过对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现代教学方法的研究，

揭示了各种现代教学方法如探究式教学、观察实践、翻转课

堂和信息化手段在提升学生学习效果，提高政治素养和思考

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价值。结果对于研究它们如何应用于政治

教学，以及教师如何从传统的教学角色转变为学生的引导者

等问题，提供了实证分析和深度解读。同时，也发现这些现

代教学方法的实施，不仅需要解决课程资源配套等问题，还

需提高教师专业技能并改革相应的教育评价方式。这为中国

高中思想政治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实践提供了科学、理论的依

据，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在未来，应深度挖掘

和整合更多现代教学方法，以促进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

进一步发展，而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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