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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注人的个性发展、推进个性化教育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内在要求，也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必经

之路。在当前，受到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影响，个性化教学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障碍。因此，需要

分别从主体、客体、环体三个维度出发，提升个性化教学效果。具体而言，需要提升教师个性化教学素

养、增强学生对个性化学习的理解与参与、强化学校对个性化学习的支撑，以实现教学的社会化与个性

化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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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personality and promoting personalized educa-
tion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and also the only way to 
run the education satisfactory to the people. At present,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personalized teaching faces many obstacles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personalized teaching effect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ubject, object 
and ring body respectively. Specif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eachers’ personaliz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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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cy,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personalized learning, and streng-
then the school’s support for personalized learning, and realize the unity of socialization and indi-
vidualization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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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个性化教学作为一种教学理念和模式，是我国新时代基础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理想教育形态，集

中反映了新时代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重需求。个性化教学既尊重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满足了不同学

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也是适应个性化创新人才的培养趋势，满足社会的需要。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实

际过程中，离“关注每个学生”“适合每个学生”的个性化教育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如何真正实现个

性化教育，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破解。 

2. 高中思政课个性化教学的内涵和特点 

2.1. 个性化教学的内涵 

个性化教学旨在根据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需求，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1]。
个性化教学是教师在充分了解学情的基础上，尊重学生差异，促进学生学业进步、综合素质提升的教学

理念。从动态的过程来看，包括制定个性化学习目标，教学内容设计注重学生差异、课堂教学过程中以

小组为单位合作学习、课后根据个性化评价体系对学生进行评价。从静态方面看，是教师和学生两个主

体的和谐互动，包括教师个性化的教、学生个性化的学。实施个性化教学需要充分尊重学生个体差异、

发挥学生自主性、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供相适应的学习环境，使每个学生都能够在最适合自己

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 

2.2. 高中思政课个性化教学的特点 

1) 立足于学生的个性 
个性化教学的核心立场是立足于学生的个性，教学方法、内容都应当与学生的独特兴趣、学习风格

和发展需求相适应，意味着教育不再是“一刀切”的模式，而是真正关注每个学生的独特性和需求[2]。
首先，个性化教学重视学生个别差异在教学中的作用。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是个性化教学区别于大一统

教学的关键。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德育性要求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性，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入手，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这一点与个性化教学立足于学生的个性相契合。因此，从

这个角度看来，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个性化教学与学科特性不谋而合。其次，个性化教学根据学生的实

际情况制定教学措施。根据学情制定教学措施分为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在静态方面，指教师通过了解学

生学情，制定符合学生个性特征的教学方式。设计个性化的教学内容、实施个性化的教学措施、制定个

性化的教学评价体系。在动态方面，以学生的个别差异为基础尊重学生的正当需要与兴趣，使学生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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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学，实现学生创造性地学是个性化教学的使命。 
2) 推动学生个性发展 
学生的个性发展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个性化教学正是基于对每个学生的独特性和个体差异的尊

重和认识，通过量身定制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从而推动学生的个性

发展。首先，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个性发展。个性化教学的核心是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制定教学策略，

而教学策略的制定则是为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发展。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以小组合作学习为主要形式，在

小组学习中取长补短，促进学生的发展。其次，推动学生形成良好的自我意识。个性化教学注重培养学

生的自我意识，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为依据，在个性化教学内容的设计、学生学习目标的制定

过程中，注重学生最近发展区的构建，以形成良好的自我意识，从而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其潜能。

使学生在个性化教学中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成为主动求知探索创新的主体。 

3. 当前高中思政课个性化教学中存在问题 

3.1. 教师个性化教学缺位 

首先，教师个性化教学意识不强。部分教师受应试教育等的影响，教学行为表现出功利化倾向[3]，
没有考虑到学生的个别差异性，所有的教学设计都是面向整体学生，采取整齐划一的教学思维方式[1]。
缺乏对学生个体差异的关注和认识，无法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支持。教师也能以最少的时间和精

力达到教学效果，忽略了背诵式的缺点，没有从全局性、系统性去分析和研究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对个性化教学成果的萃取存在畏难情绪，不愿意尝试和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其次，教师个性化教学经验

不足。在主观上，教师个性化教学的经验不足，是个性化教学效果不佳的重要因素。教师没有深入了解

个性化教学的理论基础、方法和实践案例，缺乏创新精神和探索意识，无法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

资源和教学方法。这也会导致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发展潜力。 

3.2. 学生个性化学习效果不佳 

学生在个性化教学活动中，学习目标的设置应该以课程标准给定的教学目标为立足点，以对不同

等级学业质量的要求为导向，在此基础上同自己的实际水平及愿望、需求相结合设置个性化学习目标。

目标的制定过程以学生为主，教师起着引导、提醒和修正的作用。而在现行的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受

到师生联系不够紧密，学生认知水平较低等众多因素的影响，目标的设置容易偏离学生实际情况及课

程标准要求。师生联系不够紧密，教师与学生接触的机会较少，有效沟通的不足，缺乏对学生基本情

况的了解，无法完成引导、提醒和修正学生学习目标的任务。学生认知水平较低，学生无法对自己的

情况形成一个客观的认识，也无法正确理解、并将课程标准对学生的要求转化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最

后导致的结果就是部分学生在考试时没有得到理想的成绩，而在核心素养的发展上也有所欠缺，影响

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3.3. 学校个性化教学氛围淡薄 

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个性化教学氛围的淡薄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现实情况却是村早部分

学校的教学环境氛围远未实现个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升。首先，

从教学资源的角度来看，很多学校的资源配置并不均衡，导致个性化教学的实施难度加大。例如，一些

学校的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存在短板，无法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此外，一些学校的教学

评价体系也相对单一，过于强调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特长发展，这也限制了个

性化教学的开展。其次，从学校文化的角度来看，个性化教学氛围的淡薄也与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文化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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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有关。一些学校过于强调统一性和标准化，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和多样性。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学生很

难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也无法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支持。这不仅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也会阻碍他们的全面发展。 

4. 高中思政课个性化教学优化策略 

4.1. 提高教师个性化教学专业素养 

首先，教师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增强教师个性化教学意识。个性化教学强调“多元性”与“差异性”，

需要思政课教师尊重学生差异，并将差异看作是课程资源而非障碍，在教学过程中坚持“多元异质”的

理念，实施个性化教育教育教学[4]。思政课教师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

同时也是学生情感、价值的培育人。教师必须扭转思维惯性，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树立创新意识，终身

学习理念，不断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紧跟时事、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克服职

业倦怠。拔高自己的认知起点，从不同角度看问题，例如，针对高中政治课的教学方法，到底是千篇一

律的背诵好，还是引导学生制定带有个性特色的学习方法，让学生自主学习好。不能仅仅把考试的分数

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要同学生以后的发展诉求相结合。叶圣陶提出“教是为了不教”，即注重启发。

同样认识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性。 
其次，教师要在观摩学习和实践中积累个性化教学经验。观摩学习和实践中积累经验解决的是“能

不能”的问题，在观摩学习中，教师可以深入观察其他老师的教学技巧、互动方式等，并且将这些经验

内化为自己的个性化教学策略。通过不断的积累和实践，不断促进教师的个性化教学水平，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2. 增强学生对个性化学习的理解和参与能力 

首先，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热情。激发学生的主体性需要培养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关键

就在于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人。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从认知层面上给学生解答“为什么

学习”，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并帮助学生树立主人翁意识。思想政治课要求培养学生使其具备思

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并帮助学生认识到当下的时代课题，培养学生社会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并鼓励学生

学习并运用正确的方法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勇担时代责任。例如，讲到《哲学与文化》中的第一单元《探

索世界与把握规律》时，教师在正式开讲前抛出问题询问学生为什么要学这本书，并向学生解答关于马

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学习可以指导我们用批判的思维、思辨的观点去看待和处理问题。抛出问题询问学

生为什么是最后学这本书，向学生解答《思想政治》课程的教材安排是一个由易到难的过程，哲学方面

知识的学习需要一定的能力和经验积累。教师通过“抛砖引玉”，用一系列问题引导学生在学习这本教

材之前思考为什么学，使学生的认知不仅仅停留在书本内的知识。让学生“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充分培养学生主体意识。 
其次，引导学生设置个性化学习目标。“认识你自己”这一哲学思想要求人们首先要认清自己的现

实状况，承认自己的无知和不足，在此基础上客观评价自己，通过不断的反思，培养自己的理性思维，

这是一个人能到达的较高境界。但对于刚踏入高中的学生，他们的认知水平和认知广度使得他们不具备

这样的能力，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引导，教师要注意观察学生在课堂上和课后的状态；同学生进行集

体、私底下谈话了解学情；同学生家长加强联系，发掘学生闪光点和不足；同各科老师联系，观察对照

学生在不同课堂上的表现差异。通过不同方式加强对学生的了解，在此基础上，给学生阐明教学观点和

教学目标，引导学生自己制定个性化学习目标，并同学生逐个进行谈话，在尊重学生想法的前提下结合

学生实际，给学生提出改动建议，最后形成学生自己的个性化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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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强化学校对个性化教学的支撑作用 

首先，制定合理规章制度提供硬件支持。制定合理的硬件设施使用规章制度，要本着既保证公共设

施的良好运转又让真正爱好学习的学生能够利用硬件设施获取知识的原则。鼓励学生提出关于公共设施

运行的意见，并采取其中合理的部分，通过学生代表参与公共设施规章的制定过程，对设施的使用、租

借、维护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引导学生爱护公共资源并做到充分运用公共设施获取知识。除此之外，

可以加强与校外公共资源的联动，与校外公共组织开展合作活动，增长学生知识。例如，同博物馆开展

文物进校园活动，由博物馆工作人员带一两件文物或者相关影像资料，进入学校为学生讲解该文物的相

关信息，传递正能量。一方面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学生到博物馆参观，进一步提

高自己的认知水平。 
其次，对个性化教学加强机制支持。学校对个性化教学形成常规化机制以支持个性化教学的有效开

展。学校出台鼓励个性化教学文件支持和提供资源倾斜，促进教师对个性化教学的探索。充分运用人工

智能大数据先进技术搭建个性化智能教学平台，不断丰富教学资源，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教学方案，从传

统的课堂教学迈向大数据支持下的个性化学习课堂[5]。同时，个性化教学的开展还需要营造一个开放、

包容的教学环境和校园氛围，高质量的个性化文化活动和载体能够给予个性化教学实践以应有支持和

推进[6]。让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敢于尝试新的学习方式和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和

创造力。 

5. 结语 

综上所述，指向素质教育的高中思政课个性化教学，需要思政课教师在教学理念和行动上践行，需

要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个性化教学中，也需要学校强化支持支撑作用。本文坚持“三维合一”的指向，

从主体、客体、环体三个维度分别提出优化当前高中思政课个性化教学的策略，推动个性化教学在高中

思政课中的生动实践，满足新时代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重需求，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培

养具有个性化的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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