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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已经实施多年，改革时期，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
有自己的想法与体会。相信许多教师在这方面做了积极探索，
或多或少会对自己的教学做一些调整与改革。 现谈谈改革之
后我在教学实践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与同仁一起分享。

一、转变思想，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意识
学生主体思想已被大多数教师接受， 但在具体政治课教

学过程中，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往往很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
教师习惯让学生跟着自己的思维转，时间久了，学生成了学习
的机器，缺乏主观能动性，没有自觉性和创造性，只是被动接
受教师传授的知识，与发挥学生主体性，提高学生素质的要求
很难适应。 因此需要广大政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真正树立起
学生主体思想，并落实到具体教学过程中，尊重、相信学生，让
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

二、追求和谐课堂，在师生交流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离不开平等和

谐的课堂教学。 因此，教师首先要转变角色，确认自己新的教
学身份。美国课程学家多尔认为，在现代课程中，教师是“平等
中的首席”。作为“平等中的首席”，教师更应该承担起组织者、
引导者、参与者的责任，建立起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充分调
动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

1.在形式多样的活动中体现学生主体作用。
学生主体性发挥要在民主、平等的氛围中实现，更要在科

学、和谐的教学活动中进行。 目前政治课教学中，教师仍然在
唱主角，尽情灌输，即使让学生讲，也不能有与自己意见相左
的东西，一派教师主体性的体现。采用这种教学方式的课堂往
往充满严肃的氛围。要打破这种沉寂的气氛，可以将活动在适
当的时机引入课堂，这种方法既为学生创造了合作交流的空
间，又放手让学生发表了自己的独立见解。

例如：在初三政治课中，依法治国和思想道德建设是两个
重要内容，在课堂上我采用辩论方式，辩题为“依法治国和以
德治国哪个更重要”。 把学生分为两组，正方观点是依法治国
更重要，反方则认为现代社会更需要以德治国。班里每个同学
为了辩论比赛，都搜集材料，由于事先准备充分，许多同学能
拿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还有些同学能很好地联系初二学
习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通过交流与讨论，同学们不仅能获得
知识，还能真正体会到主人翁的乐趣。

2.通过小组协作，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独学而无友， 则孤陋而寡闻”。 新课程要求学生学会学

习、学会合作，在课堂教学中我尽量为学生提供合作研究的机
会，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和自主学习能力。例如：讲到《可持续发
展战略》时，先组织学生学习我国水资源分布特点及受污染状
况的相关资料。然后将学生分成4个小组，确立一名负责人，引
导学生调查并分析本地水污染情况。通过调查，各组学生从不
同角度搜集资料、确定主题，如“河流的变迁”，“饮用水状况调
查”等，并进行讨论、交流，每个小组都要完成一份调查报告，

全体学生共享研究成果。对于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教师可
以及时帮助学生解决。

三、在自主学习中构建学生的主体地位
教育家陶行知说：“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教

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 ”教师以前讲课时对学生的能力往
往不够信任，总怕学生听不懂。在讲到某些重、难点时，由于对
学生潜力估计不足，因此教师讲道理多，而学生说得不多，更不
要说自学了。 有些学生在长期“填鸭”式教学方式下，自身自学能
力已经被埋没。 对此，我的体会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教
会学生学习方法，才是让学生成为课堂主宰者的真正解决之道。
让学生由“要我学”、“我要学”变成“我会学”、“轻松学”。

1.教会学生“看”书。
基于政治学科特点和近年来中考发展趋势， 我认为学生

首先应该学会“看”书。 千万不可忽视阅读课本的重要性，只有
真正看懂、看透教材，学生才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把听
起来空洞乏味的内容变成自己的阅读体验。学生阅读时首先从
宏观上把握当天所学内容，在心中构建出基本框架。 让学生知
道今天要学习的有哪些内容及这些内容之间有何内在联系。

2.教会学生提问。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理应在适当的时候启发学

生、引导学生，将学生一步步领向真理。 这个过程中需要学生
不断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很多学生考试时面对题目和材料往
往无从下手，说明他们平时缺乏这方面的锻炼。

学生在政治学习过程中同样需要 “凡事问个为什么”，学
会提问。书本上的材料、报纸上的时事都可以作为学生提问的
素材。 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很好地
培养学生提问和自主学习能力。

3.教会学生答题。
政治学科的中考命题题型多样， 既有选择题， 又有辨析

题、分析题，各类试题有的以文字形式出现，有的以漫画、图表
形式出现。纵观近几年政治学科的中考情况，学生答题时普遍
存在的问题就是不会提取有效信息，以至于失分过多。

总之，教学实践告诉我们，以学生为主体是教学的基本出
发点，是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条件。 课堂教学
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是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 只有充分调动
“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并着力构建学生主体地位，才能
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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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主体作用，提高中学政治教学效率

摘 要： 新的课程改革带来了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作者和其他一线教育工作者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次教育改革潮流
之中。 新课程理念要求我们更新教学观念，更新传授知识方法，转变师生角色，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让学生学会学
习、学会合作，倡导学生主动参与，在教学中尊重学生，凸显学生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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