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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初中政治教学生活化的思考
江鸿霖

（福建省南安市南星中学 福建·泉州 362300）

摘 要 在教学改革背景下，初中政治教学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教师要更加关注学生能力培养，要以促进学生个体发

展为目的，以提高学生独立学习能力为导向，将政治教学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强化学生的政治思维与应用意识，不断促

进初中学生思想道德品质与综合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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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教学，是从应用的视角，研究教学对策。初中生正
处于青春期，情绪、心态、思想都极其不稳定，可塑性强。教师
若能从初中生的特点出发，结合学生生活体验以及教学目标，
合理运用生活化教学策略，将政治教学生活化，有利于改变政
治课堂生硬、刻板、说教的形象，让课堂更接地气，更贴近学生
生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其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快乐
地成长。

1 生活体验，正确认知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有的学生经常大

喊政治课不要讲大道理，话虽糙却很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初
中政治教学呈现出的就是一种沉闷、枯燥令人窒息的局面，教
师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政治理论，下面学生昏昏欲睡。因为脱
离脱离于社会，脱离于生活，使得政治课堂犹如一潭死水，毫
无生趣。新的课程改革，为初中政治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平
台，强调了要贴近学生生活实际，通过自身的体验和感悟，内
化道德情感，帮助学生涵养健康向上的感情、态度和价值观

比如：教师在开展“热爱生活、学会生活、学会自我保护”
这一主题课程时，可以带着学生模拟一些生活情境，如一个钱
包掉在地上，几个人都说这个钱包是自己的，那么该如何分辨
这个钱包是谁的呢？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该怎么办？看见
小偷在偷东西，是应该告诉被偷的人还是不出声？在这些生
活情境下学生积极参与进来，动脑思考，用心去经历，用心去
体验，产生自我保护的意识，在生活中真正树立自己正确的是
非观念、善恶观念。课堂教学向生活开放，向现实开放，为学
生播种一个真实可信的思想种子，进而能够收获丰富的行为
成果。

2 树立榜样，激发情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是无限的正能量。一个人、一个故

事、一段话语，看似平凡简单，却能点燃许多人心中的激情与
梦想。教师应该要懂得充分利用生活中的模范人物和光荣事
迹，为学生树立榜样，知差距、净心灵、升境界，引导学生不断
向好的方向前行和发展。

模范人物不一定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有可能他
们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他们认认真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
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这种持之以恒、甘于奉献的精神，非常
值得学生学习。将课本内容与生活中这些平凡人物的事迹联
系在一起，用身边的榜样引领身边人，好的榜样，是最好的引
导，也是最具说服力的。首先是家长等成人的示范作用。如
在银行门口，在火车站买票窗口等等不要随意插队，自觉遵守
公共场所纪律，给身边的小孩一个好的榜样，从而激发学生自
律、自强的情感，自觉地从一件件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行为
习惯，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其次是教师的言传身教。俗话
说：亲其师，则信其道；信其道，则循其步。教师在学生面前是
真实的存在，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情一态都会在无
形中透过学生们探索的眼睛,深深印在其脑海里。教师在教学
过程以及生活中，都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言行和待人接物的
态度，为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提供满满的正能量，使得
学生有一个学习的目标、榜样。最后是同龄伙伴的帮教引领。

在学生之中选择一些典型作为教育事例，这样更加容易被学
生所接受，并且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说服力。

3 创建情境，自主探究
培养自主探究能力是初中政治教学的主要教学目标之一。

教师可结合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差异化教学，合理设计生活
情境，让学生带着问题查资料，交流讨论。在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学生的个性得到发展，从中获得学习感悟。

比如：在《承担责任服务社会》单元课程教学时，教师可以
引入这样一个生活情境，播放多媒体课件：一位满头白发的老
人，在过人行横道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但是来来往往路
过的人都没有伸出援手去搀扶一下老人，老人努力了好几次，
都没有站起来，最后是一位身穿校服的中学生将老人扶起，并
搀扶到了马路对面。根据这个生活中常见的社会热点问题，
为学生创建情境，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展开讨论，探讨“马路上
老人跌倒了，到底该不该扶？”。促使学生对生活中存在的诸
如此类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思考和表述，这不仅教会了学生
是非对错，培养学生帮助他人、尊老爱幼的道德品质，强化学
生对社会责任的正确认知。同时也回归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
位，化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究。

4 培养兴趣，自我提高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是推动学生积极学习的一种巨

大动力。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提
高学习的自觉性。教师可通过幽默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授课，
巧妙地运用幽默的动作和语言，不仅能使课堂气氛活跃，还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开展角色扮演和才
艺展示等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公民权利的
保障书》课程教学时，让学生模拟人大代表选举，通过亲身体
验丰富学习内容，提高学习兴趣；教师可通过发生在学生身边
的事例来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学习兴趣，比如，在《加强宪法
监督》课程教学时，教师可提问“为什么升旗仪式时，主持人要
求还未就位学生要原地立正，不要随意跑动？”学生讨论研究，
形成共识，明白了宪法中关于国旗、国歌的规定，理解了宪法
并不高冷，而是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由此牢固树立
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的理念。

歌德说过：“兴趣比智力更重要。”教师通过鼓励学生积极
地参与到课堂的学习中，使得学生能够充满信心地面对课堂
的学习，能够不断体验到一种成就感，从而使得学生对初中政
治课程的学习兴趣不断增加，不断提高。

5 结束语
政治生活化教学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积极、生动的学习

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与教师的交流互动，提
高初中政治教育教学实效。同时，优化教学是不断提高初中
政治教学质量的手段，是当代教学改革背景下，初中政治教育
需求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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