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改革形势下政治核心素养的培养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社会各界的努力

下，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本世纪初，每年的大学毕业生 100 万，今年公布的

数字是 820 万——在 18 年内升了 8倍多。所以我国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是成绩

斐然的。但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种种问题。曾几何时让人们欣慰的教育也蒙上

了“工具”的色彩，走不出唯分数论的雾霾！透过我国从婴幼儿成长到大学的

教育现状，我们不难看出教育存在重知识与思维训练，忽视基本生存技能与德

行的考查等突出问题。如何解决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走出教育的误区，回归

教育本色，它是整个教育系统以及全社会都应该理性思考的问题！现就如何提

高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以及如何解

决政治课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谈谈我的几点看法。

政治高考就全国卷而言，主要依托 12 道单项选择题考查学生运用必备的

基础知识，解读材料信息及分析信息的能力，即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及准备参

与社会生活实践要求的知识与能力。通过两道或三道主观试题，大约五、六个

小的设问考查学生运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与哲学知识依托复杂社会生活

情境综合运用知识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应对高考的选拔，学校政治学科

教学普遍存在着重视基础知识和思维能力培养，忽视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基本

生存技能和道德素养的培养。学校、学生、家长为高考获取高分，重复进行试

题训练，从而只顾着形成固定的解题技巧和思维方式，忽视了为什么学习和学

习为了什么。这样就背离了教育立德树人的初衷和政治课教学的目的！为此我

认为高中政治课教学必须树立政治课课堂教学大局观，树立政治课课堂教学大

局观加强政治核心素养的培养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注重学生的政治认同素养的培养。思想政治学科能力的深层结构

培养是解决信仰因素的培养。我们做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是党的教育的喉舌，

我们应该具备的战略的眼光，培养学生的民族责任感，民族忧患意识，社会担

当意识！为此在日常的政治课课堂教学中注重用专业眼光教会学生正确面对社

会生活实践问题或科学研究问题，并能创造性运用所学知识技能从不同角度运

用不同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纠纷，我们首先要充满

正能量，直面问题，帮助学生明确立场、观点！并在教会学生明辨是非的基础

上，帮助学生树立理想、信念，有自己的人格信仰和道德准则！纵观社会反腐

等领域存在的社会问题，无不与道德底线的缺失，人格素养的缺陷有直接的关

系。信仰与德行的培养对于民族的发展意义远远大于几个知识点的讲解与分析，

它虽不是高考成绩能简单衡量的，但却是我们教育的初衷和本意！立足民族教

育、信仰教育的大局，政治课课堂应发挥它主阵地的作用。

第二：注重学生理性精神的培养。注重思维的深刻性、灵活性、独创性、

批判性、敏捷性的培养，必须改变教学内容，重视深度学习。传统的政治教育

教学模式很难摆脱封闭、固化、静态的教学方式。教师的教学受制于教学资源

的匮乏，学生的学习受制于教学内容的僵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导致高中政治教

学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学生通过学习难以掌握核心技能，在实际职业化应用

过程中难以表现出其基础素养。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建设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情



况，由于目前精品资源共享课的项目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高校

借助互联网平台优势资源平台，实现教学资源的重构与教学内容的改变，将精

品资源共享课的内容做深度、广度相结合的拓展。而这一过程需要互联网系统

的全面支持，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的软硬件设施已经初具规模，接近 90%的

学校具有校园网，同时学生使用互联网学习的频率也远远超过之前。这为精品

资源共享课的全面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应用互联网资源整合不同学科的教

学内容，在不同内容的学习过程中有一定的时间可以缓冲和休息，使得学生对

学习的负面情绪得以极大的弱化，同时更好的明确考点和重难点，将不理解的

概念进行反复的学习，解决了知识的集中讲解给学生带来的困扰。同时，教师

也可以更好的配合学生进行学习，利用互联网多媒体设备与学生交流学习心得

和备考感受，将学生的意见加以搜集整理，汇总出学生普遍认为困难的内容，

加以细致的讲解，能够极大的提升政治教学的效率，对于节省学生的学习时间，

提高学习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精品资源共享课本身已经实现了轻量化架

构，因而在进一步建设过程中只需要完善其应用，拓展其影响力便可更好的实

现服务于学科课堂教学的目的，实现深度学习。

第三：注重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同高中政治教学目标进行匹配。宪法

和法律是公民根本活动准则，遵纪守法是学生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应该具有的

重要品行，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举止对于学生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都具有较

大的帮助，而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生关键品德和正确价值观树

立的重要时期，因而思政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将思想政治课教育目标同学生

品德和行为习惯树立方面加以协调是对学生个人发展的重视。这一过程与高中

政治教育的发展具有相似点，在新时期发展高中政治生本教育这也可以体现出

思维品质的培养对于加强学生政治素养的相应层面。思维品质培养需要强化学

生的基础能力，有针对性的培养具有学习意识、创新意识的学生，这就要求在

实际教学环节中，重视学生对于政治对话场景和语法知识进行掌握，特别是对

阅读的教学和学习，其中包含有较多的文化及思维创新方面的知识，因而需要

结合教材的实际使用情况不断实现课堂教学在知识层面拓展方面的发展，逐步

加大对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以及教学资源的改革，而同时也要重视传统课堂教

学对于学生知识的促进作用，使学生充分了解思维品质培养对于高中生成长、

成材的重要性。

第四：注重学生公共参与能力的培养。把高中思想政治课看作是一个开放

性的动态系统。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参加社会实践的

能力。有些老师抱怨教的学生理解问题的能力一届不如一届，思维的惰性越来

越强！这是因为独生子女一代的成长缺少社会实践，认知主要来源于书本！新

高考改革注重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考核，也许会给填鸭式的题海战术的高中政

治课带来一缕清风！为此应对教育考核指标体系进行改革，政治课课堂教学不

仅仅要注重学生的书本知识，答题的思维模式，更要注重社会实践的能力的培

养更要注重学生基本生存技能和思维力的培养。未来的高考必将发挥自主招生

在综合素质考核录取中的作用，而不会把自主招生变成第二张高考卷！在功利

主义盛行的社会里，高考的指挥棒直接指引着人才培养的投入和家庭教育的投

资的方向。新高考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那么政治课课堂教学应树立注重

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生存的基本技能的培养的大局观，注重提高实践能力和

良好的思维品质，在开放动态的教学体系中，培养我们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人



才！走班制、分层次教学可以让孩子的思维不固化、不僵化！政治课应注意培

养学生用创新意识、批判意识看待社会问题，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和实践中让孩

子们的思维灵活、敏捷起来，而不是闭门造车，纸上谈兵！

综上所述，教育必须让孩子露出笑脸，摘下眼镜，有家国情怀。高考是高

校选才育人的第一关，高考已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和重要载

体。在高考命题工作中以立德树人为引领，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强化、凸显高考的思想教育和

价值引领作用！适应未来社会及高考需要，高中政治课课堂教学只有树立立德

树人的大局观，注重核心素养的提升，才能创造教育的更加美好未来，助推中

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