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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课作为高中生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应秉持以人为主的教学理念，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中取

得良好成效。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对实现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统一教学、全面

建设活动型思想政治课、培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方面有深远的价值意蕴。本文从社会、学校、教师、学

生等方面提出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实现学生主体性的路径，发挥思想政治课坚定的育人理念，引导学生

正确的价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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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ey course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cultivate mo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should uphold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and achieve good results in 
giving full play to students’ subjectivity. Giving full play to students’ subjectivity in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has far-reaching value implication in realizing the unified teach-
ing of teacher-led and student-subject, comprehensively constructing the activity type id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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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subject core accomplishment. This article from the 
society, school, teachers, student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to 
realize the students’ subjectivity of the path, pla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ssons firm educa-
tion concept, guide students to the correct valu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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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给思想政治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提
出了新要求，要将思政课建设成以培育学生核心素养为主的活动型学科课程[1]。主体性教学是遵循以学

生为活动中心的活动型教学方法，在培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构建活动型学科课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本

文进一步优化主体性教学，以此来实现师生一体有效教学，并在培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中探索主体性教

学的实现路径。 

2. 主体性教学的内涵 

知识的魅力、学习的动力，需要学生自身去经历，才能深刻感受学习的力量。以学生为主进行教学，

建构学生自我知识脉络，搭建师生良好交流桥梁，切实使学生感受到教育的人文关怀，助力学生激发学

习信念，促进教学实施。 
主体性教学，还原学生“本”的课堂，以人为本。《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工作方针指出：“要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主体性教学以学生为中

心，使其在教师的引导下能够自主地、主动地、创造性地与教师同步进入教学活动，完成教学任务的教

学方式。本质上说，是在教学中解放学生，使学生通过自我获得主体性的发挥。具体而言，是让学生主

体参与教学的全过程，在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方面都以学生为主体。主体性教

学的最合适境界正如罗杰斯所言：“在教学中要使学生整个人沉浸于学习中——躯体的、情绪的和心智

的。”[3]。 
主体性教学是师生、生生的双边交流活动。主体性教学作为活动型教学的教学模式之一，重点在于

活动中的人，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是相互激发的。教师对学生主体性的有效引导以及学生对教

师的认识能力达到的平衡态，使教师与学生产生互惠的有效交流。教师与学生是特殊的主客体交流关系，

在交流中，教师应该把握和了解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与学习生活变化，加强彼此多方面交流，与学生心交

心，能够对学生学习与成长产生正向引导与激励，帮助学生促成其主体性品质的发挥。主体性教学，重

点在于学生间对话，形成共享关系，学生们积极的课堂表现，对老师的提问相互讨论，各抒己见，形成

自我的逻辑思维与变通能力，学生间互助协同与自主学习的激发，更利于学生深刻感受以自我为本的学

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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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教学是师生与教学内容的双向组织活动。一方面，教师要掌握学科知识体系，熟练运用教学

内容，充分了解学生学情，将其内化为自我知识体系，形成教师良好的教学技能、教学能力、教学观、

能够通过自我内化将学生与教学内容有密结合，使学生在学习知识时能深刻领悟知识，运用知识，并将

其内化为自我意识，展现符合学生的行为表现。另一方面，学生通过教师的熏陶与教学内容的内化，能

够将自己对知识的理解，自我思维的成长，通过作业、周边事物、与伙伴相处等载体充分表现出来，完

成学生自我内在的建构。师生通过教学内容进行内外化的发展，都是客体主体化的过程，既发生在师生

相互影响中，也发生在教学中，是双向组织活动，从而建构师生各自更高程度的主体性的转化。 

3. 主体性教学在高中思政课中的价值意蕴 

学生参与教学的全过程，反映了主体性教学的时代特征，展现了学生主体性的培育，更体现其是从

学生视角出发培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方法，易于师生搭建良好关系、易于学生形成自主探究的学

习习惯，从而促成学生全面发展。 
(一) 有利于实现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统一 
思政课的德育性与政治性规定了思政课教学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理论与观点，教师更要抓住重点，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引领学生。

正确的引领必须辩证看待教师与学生的相互作用，必须实现以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为一体的科学的，

内在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教师主导性的发挥是以尊重学生主体为前提，教师要考虑学生学情与身心发

展规律，选择恰当方法，平等互助的与学生展开教学，以身作则，使学生根据所见所想构建符合学生行

为的思想认识，唤醒学生主体思维，形成社会发展中的正向价值观，提升学生自我求知心。另一方面，

学生主体性的发挥是以教师主导为引领，学生在特殊身心发展阶段，易受复杂多变的社会、家庭、性格、

情绪等多因素影响，使学生思想、政治认识、道德品行都有转变。师生相互促进，相互吸取正确的价值

理念，教师更应协同学生分析事物的利与弊，点拨学生辩证思维，激发学生树立主动担当的责任感，使

学生产生自觉将自我与社会及国家融为一体的文化自觉，从而对学生主体产生积极推动。 
(二) 有利于建设活动型思想政治学科课程 
新课标指出：“高中思想政治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目的的

综合性、活动型学科课程，其课程结构的设计要求促进知行合一，凸显活动型学科课程的实践性和参与

性。”[3]主体性教学，使学生参与教学内容的预习，教学过程的演练和课堂小结的升华，围绕学生开展

教学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了解知识、体会知识、内化知识；引导学生参与学科讨论，协同合作探究，

参与“主”的过程，展现学生“体”的表达，筑牢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分析、辩证、探究等基本学习能

力，学生在活动中学习，不仅有利于学生主体全身心的投入，唤醒学生主体能力，更利于生生、师生课

堂默契配合，形成积极活跃，互动探究的教学氛围，改变学生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死板印象，使学生在学

中乐，在乐中学，更利于培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凸显活动型课程建设的重要意义。 
(三) 有利于全面培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 
第一，主体性教学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主体性教学以立德树人为价值导向，在向学生传授

知识的同时，将党的光辉历程与社会主义发展历程融入课程中，使学生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的英勇担当

与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使学生从自身感受出发，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逐渐形成对祖国的认同感与自豪感。第二，主体性教学有利于塑

造学生的科学精神。主体性教学科学的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主动学习，激发学习兴趣。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对问题的疑惑、思考、探索、与反思，都利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锻炼学生的自主探究

能力，“在问中学”更易培养学生的缜密思辨力与科学创新力。第三，主体性教学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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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参与能力。班干部的设置，在于学生提升自我领导力，老师将班级建设的权利交给学生，使学生成为

班级的小主人，学生对班级班风、学习氛围的建设都从每位学生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出发，促进学生交

流的同时，潜移默化的提升学生综合能力，更加体现活动型学科课程彰显的课堂实践力和生命力。第四，

主体性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法制意识。在主体性教学中，学生对教学案例的选择、感受和理解，都基

于学生正确的社会观和法律观，我们更要不断提升学生的法制素养，使学生依法行使权利，自觉履行法

治义务。 
(四) 有利于构建和谐高效的师生关、教学观 
“亲其师、信其道”，和谐友爱的师生关系是开展高效教学的有力保障。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教师

对学生的关爱，是一种积极而向上的教育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激发学生对学科课程的热爱，更助于学生

树立健康的人生观和理想信念。高中生处于人生的特殊阶段，思政课教师更要深入学生内心，倾向于与

学生深度交流，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与思想动态，学生感受到教师对个体的关注，会立刻端正自我学习

态度，改正自己不正确的思想观念。教师给学生传递的关怀，气馁时的鼓励，无助时的帮助，都会暖化

学生心田，使师生建立起信任，在学生日后的成长中都会给学生带来积极影响。教师尊重学生、信任学

生、了解学生，在教学案例的选择与教学内容的教学过程中，都会与学生产生积极的课堂反馈，学生会

敬佩教师，亲近教师，相信教师，从而在学科课程学习上会更认真，往往更易取得优异成绩，这是师生

间友好相处的魔力棒。主体性教学以人为主，学生在培育自我学习素养的前提下需要教师对他进行引导，

教师本着为学生服务的教学理念，帮助学生提升学习能力，使学生展现积极健康的人格与个性，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 

4. 主体性教学在高中思政课中的实现路径 

使学生在思政课教学中有效领悟知行合一，仍是思政课教师面临的教学难题之一。为学校有效的教

学管理，教师教学的灵活应用，提高学生在教育教学中的主体性、实践性、思辨性，特对思政课教学实

现路径进行探索。 
(一) 全社会共育思政素养，践行以人为本理念 
社会是学生展现思想动态、落实立德树人关键任务的主战场，也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的实践地。高中生处于各方面成长的关键时期，全社会必须接起德育工作的接

力棒，重视学生主体活动的开展，道德品质的养成及综合素质的发展。第一，做好政治引导工作。高中

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形成怎样的理想信念，坚定何种政治方向等都是社会建设的重点，学生

的教学不仅仅在于教师，更在于身边的人，家长、社会、网络等。这就对全社会提出了要求，要坚定成

为社会主义合格的传播者的信念；第二，做好价值塑造工作。价值塑造本就是个共情的过程，将知识寓

于情感之中，价值塑造就会更有方向，社会各界要善于讲历史故事、讲事实道理、讲英雄精神，为学生

创设价值融通提供触点，用传统文化感染青少年。第三，培育思维与实践转化是相互的。时刻紧跟时代

发展，善于用历史、辩证、创新的思维看待问题，学生也会树立科学思维，全面发挥自我主体性，产生

正向导向。让学生在校内校外实践中感受知识，全身心投入于实践中，通过实际行动感知思想变化，更

利于学生落实思政教学意蕴，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 
(二) 学校提升思政课程地位，了解学生思想动态 
思政课应重点把握学生思想动态。思政课教学重在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坚定学生政治认同、锤炼学

生优良品德，是学校进行德育工作的主渠道，也是践行主体性教学理念的表现。学校作为学生思想意识

主阵地，要多方面采取措施，全面展现思政课对学生的影响。首先，教务处要在提高思政教学工作上划

实线，改善思政课考试和评价制度，可增加口试，提高课堂表现在学生综合成绩中的比例，通过学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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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表达来反映学生的思政课教学吸收；其次，教研组要加强思政课程专业管理，每周一次的集体备课与

教学反思会，更好的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教师更要时刻提升自我专业素养，寻找助于学生深度思考的

教学案例；作为班主任，善于创设隐性教学环境，潜移默化地熏陶学生主体悟性。新时代，学校要紧紧

把握以学生为主体的新教学理念，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培养学生成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

新时代青年，是学校和思政课教育教学的起点。 
(三) 教师开展实践教学，促进学生主体性发挥 
新课标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具有学科内容的综合性、学校德育工作的引领性和课程实施的实

践性等特征。”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情境的设计者、节课的引导者、学生的陪伴者，在思想政治课教

学过程中，教师要适量给学生布置实践活动、实践作业、实践任务等，学生作为实践活动的对象，通过

特定的教学安排，更易了解学习目标，感受立体知识的魅力，加强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思政课许多内

容学生理解起来困难，课堂参与度低，许多学生对所学知识浮于表面。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树立开展实

践教学的理念，学会从生活中寻找教学素材，强化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外活动，

学校积极举办的各类比赛、社区组织的团体活动，为学生日后开展社会实践积累经验。实践贵在学生，

在理解较为困难的思政课中，深入思考开展实践活动，发挥主观能动性，本着积极探索的学习态度，挖

掘资源，在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下，强化对思政课知识的灵活变通，理解内化，塑造创新品格。 
(四) 注入学生思辨力，强化学生主体素质 
《中庸》曾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中的“明辨之”，是指形成清

晰的判断力，即洞察事实真相和思考分析的能力。思政课是具有强烈思辨性质的课程，高中生处于思辨

精神的成长期，思维特点、认知方面都有待成熟，更需要思政课教师向学生播撒正义的种子。思政课教

师通过娴熟的思辨力将冰冷难懂的文字化为温暖易解的知识点授予学生，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学习知识、

理解知识、内化知识，从而构成自我的知识逻辑体系。因而我们常说，思政课不仅教给学生如何理解世

界，更是教给学生认识世界的方法，即培养学生自我逻辑思维。学生对教学案例有深入的思考和分析，

能对模棱两可的知识点进行寻求真相的探究学习，能将复杂抽象的事物一一化解开来，这些过程背后体

现的分析力、探究力、洞察力等不仅仅是学生思辨思维的建立，也是学生主体性得到发挥的过程。思政

课给予学生观察世界的眼睛，学生只有全身心投入其中才能理解世界，找到方向。思辨力的形成，不仅

利于学生获取知识，更利于学生坚定科学信仰，把握政治方向，创造自我思维，使其主体素质得以提升，

核心素养得以培育，综合能力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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