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办
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最根本的是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 笔者认为，
思政课教师要抓住关键切入点，
展现思政课魅力，让学生真正喜欢
上思政课。

创新从改变开始。“推动思想
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
思政课的思想性、 理论性和亲和
力。 ”首先，教师要“改”观念。 课堂
永远是学生学习知识的主阵地，提
高课堂教学效率，必须坚持课堂教
学改革。 对于思政课教学改革，教
师的教学理念是关键，必须符合新
时代教育思想的要求，跟上新时代
教育发展的步伐，与新时代教育改
革合拍，内外兼修，拓展思路。 其
次，教师和学生都要“转”角色。 课
堂教学改革就是要改过去的“满堂
灌”，要从教师“主讲”学生“被动”
接受，转化为学生“主体”教师“引
导”，让学生站在课堂的正中央，自
我发现并主动探求知识的内在联

系，生成自己的观点，在适当的交
流中不断更正提高，以形成系统
的知识体系。 再次，让学习的知
识呈现“美”。 作为教师，要理解
教材、丰富知识内容、活化教学
方法，充分挖掘思想政治理论知
识内涵，与语文、数学、历史、地
理等各学科有机渗透结合起来，
让思想政治理论生活化。

熏陶从引领做起。 落实立德
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关键靠人，
核心是立德，目标是树人，无论
是立德，还是树人，需要教师教
育和引导。 一方面，思政课教师
要有“一潭水”的“正能量”。“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
不从”。 教育是备受关注的社会
事业，教师更是影响学生发展的
“引航员”，责任大，要求高，任务
重，每一个教师，尤其是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思想政治品
质过硬、 理论业务能力过硬、作
风素质过硬，就是要求思政课教
师具备“政治强、情怀深 、思维
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以
坚定的理想信念引领学生，以高

尚的道德情操影响学生，以扎实
的专业学识启迪学生，以博大的
仁爱之心教育学生，以勤勉的敬
业精神感染学生， 把一批又一
批、一代又一代学生培养成为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另一方面，教师要和学生建立起
“和谐”的“朋友关系”。“学生就
是老师的影子”。“思政课教师，
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
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 这就要求教师要有“学生
缘”，做学生信赖的朋友。 因此，
思政课教师要做到心中想着学
生，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性格品质
和特长爱好，掌握每一个学生所
思所想， 真正做到因材施教，赢
得学生的尊重、家长的认可。

感悟从体验入手。 习总书记
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 要坚持
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坚持统
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 用科学理
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
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
起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施

教。”思政理论教学，要注重理论的
生活化、组织的有效性、理解的深
层次，增强感悟。其一，思政课的教
学方式，要在组织形式上创新。 要
注重加强小组合作学习，采取“段
落式”学习，对课前准备、小组合作
学习、 学习展示三个学习环节，层
层设定学习目标，让学生在资料搜
集中初识学习的知识，在小组合作
学习中全面理解学习知识，在成果
展示中升华对学习知识的认知。
这需要思政课教师在目标设计、过
程点拨上下功夫， 让学生学得轻
松、学有所获。其二，思政课的实践
活动，要着力巩固学习成果。 根据
思想政治理论的知识点、关键点，
组织主题讨论交流、 主题演讲或
者主题辩论赛等学生喜闻乐见的
形式，激发学生去思考，在辩论中
进行观点碰撞，点燃思维的火花，
让学生在体验和互动中深化理
解。在任何形式的学习实践中，教
师要全程关注，把准脉搏，不能让
学生的思维“偏位”，在思政课中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达到铸魂育
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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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九俊先生曾说， 好玩是课堂教
学的最高境界。 我深以为然。 一堂课，
首先要是好玩的、有趣的、有意思的，
才能吸引孩子们。

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和思想性、理论
性紧密关联，和严肃性、抽象性如影随
形。 怎样才能把思政课上得精彩，让学
生爱上思政课呢？

打造“好玩”的教师

佐藤学在《静悄悄的革命》中说：
“当学生不听讲时， 大多数教师是责
备学生的‘听讲态度’，而极少有教师
反省自己的‘讲话方式’，极少有教师
认为以自己的‘倾听方式’或‘身体姿
态’为轴心所构成的与学生的交往方
式有问题。 ”的确如此。 讲话方式、倾
听方式、身体姿态……其实，都是决定
学生是否能够爱上课堂的关键因
素。 ”所以，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好玩”
的教师。

有好奇心。 作为教师，要对世界充
满着儿时看万花筒的新鲜感， 对熟悉
的事物仍然抱有初见的喜悦， 对天天
见面的教材和孩子们都还有着满满的
兴趣。

有幽默感。 作为教师， 要风趣幽
默， 能轻松自如地应对孩子们的调
皮，从不气急败坏，会从最常见的生
活里发现快乐的元素，制造课堂上的
小惊喜。

有创造力。 作为教师，会给孩子们
讲道德与法治的故事， 会和孩子们做
充满创意的游戏， 和孩子们一起享受
童年的味道。

如果有这样一个“好玩”的思政课
教师，我想，孩子们一定会对思政课多
一点期待。

营造“好玩”的课堂
要上一堂“好玩”的思政课，教师需要经常问问自己：今

天的这堂课设计得有趣吗？ 环节紧凑吗？ 手段丰富吗？ 表情
生动吗？

丰富内容。 教材内容是有限的，然而和教材相关联的资
源是无限的。 在“用教材教”的过程中，教师要根据不同学生
的年龄和身心特点，对教材内容进行开发使用、创新使用。小
学阶段更要注重把抽象的知识具象化， 把深奥的概念生动
化，把鲜活的生活引入课堂，用体验的方式学道德，用故事的
方式学法治。

形式多样 。“模拟法庭”“实景课堂”“游学思政”“国
旗下的公开课”“主题辩论” ……教师要根据课堂内容
的不同和学生发展的需要， 设计更加丰富有趣的课堂
形式。

张弛有度。 一上课，学生从喧闹的课间回到课堂，需要
稳定情绪， 教师可以用有趣味性和吸引力的内容迅速集中
孩子们的注意力。接下来的注意力稳定期，要安排最核心的
教学内容，突出重点，事半功倍。 后半节课，注意力容易涣
散，要设计一些体验性、互动性的活动，让学生再度被“好
玩”的课堂所吸引。

如果有这样一堂“好玩”的思政课，我想，孩子们一定会
对思政课多一点喜欢。

创造“好玩”的生活

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其实它更广泛地存
在于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着学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影响
着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所以，链接生活，链接家
庭，链接社会，让思想政治教育随时可见、无处不在，形成一
张“好玩”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是让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升
化虚为实的最佳途径。

我校为孩子们布置了“好玩”的思政教育拓展作业：社会
调查“身边的诚信”，切身体验“劳动者的一天”，“为家乡代
言”文明城市宣讲，“绿色童心中国梦”环保实践，“魅力大国
工匠”寻访……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和家长的陪同下，走进
社会，走进丰富多彩的生活。

如果有这样一种“好玩”的思政课，我想，孩子们一定会
对思政课多一点热爱。

要让思政课释放出磁场效应，
成为学生喜闻乐见的重要教育阵
地，不妨试试以下三招。

第一招：教师尽显魅力。 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
有仁爱之心， 要成为优秀的思政
课教师，这四样法宝不可或缺。 这
样的“四有”教师一定是有魅力的
教师。 作为引领学生品格和心理
发展的“重要他人”，教师的人格无
疑会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学生成长
的整个过程。

第二招： 课堂活色生香。《舌
尖上的中国》纪录片风靡全国，是

因其在传统饮食文化的基础上，
注入了浓厚的人文情怀， 更能够
引起观众的共鸣。乡愁也好，记忆
也罢，那份独特的味道令人感动。
思政课亦是如此。 照本宣科的思
政课，如一碗本色的米饭，毫无变
化。 内容没有关注学生的兴奋点，
学生与之没有共鸣。 久而久之，学
生便会觉得索然无味。 因此，要抓
住学生的心， 首先要从“秀色可
餐”开始。 食材的本味大同小异，
而一个出色的厨师， 总能善用技
巧，匠心独运。 社会热点，网络热
点， 国内外大事……现实生活中

一切新鲜的材料都是思政课的
“源头活水”。 充分挖掘思政课的
好食材、好佐料，把身边的资源变
成思政课丰富的素材， 才能与学
生零距离，才能以情感人、以理服
人， 使思政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
并终身受益的好课。

第三招：做到知行合一。 学而
不思则罔。 学有所得之后， 就要
付诸实践。 理论只有与实践结合
起来，才能落地生根，焕发生命
力。 思政课的内容，只有学习者
主动内化，产生积极的学习行为
才能获得最大的效果。 多一些接

地气的实践活动，如寻访身边的
英雄模范、时代楷模；多一些日
常生活中的小公民实践，如社会
养老模式调查 、 文物保护调查
等，从小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与
责任感，做有信念、有担当的新时
代公民。

现代社会需要多元的文化，
更需要智慧的思考。 构建开放的
课程体系， 让思政课释放出有活
力的磁场。 用理想与信念引领学
生，在最好的情感里，一起变得更
好， 为学生生命成长涂抹最亮的
底色。

抓住关键点 提升有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
谈会上强调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 。 要
把下一代教育好 、培养好 ，从学校抓起 、从娃娃抓
起 。 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 、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
治理论课非常必要 ，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 。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
关键课程 。 那么 ，怎样才能把思想政治课上得精彩 ，
让课堂 、课程 、教师联结成一张思政教育网 ，使其真
正成为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主渠道 ？ 我们邀请
部分教育工作者谈谈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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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释放磁场效应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沈红梅

让让青青少少年年学学生生爱爱上上思思政政课课①①

思政课时常被学生贴上“枯燥
无味”的标签，原因是教师讲起来
无趣， 学生听起来无味。 然而，思
政课承担着涵养学生人格、 培育
学生德行、 提升学生道法行为的
重任，它始于教师的“说理”，终于
学生的“受理”。 那么，如何才能让
学生喜爱上思政课呢？ 只要添加
“活”字这一味佐料，思政课的“味”
也就香浓了。

首先，在课堂上“活力四射”的
教师最能博得学生的眼球。 学生
对老师有一种固有的向师性，思
想政治课堂并非简单的理之传
递， 而是教师人格魅力的深层次
延续。“活力四射”的教师最有“魅
力”， 作品有魅力， 就会吸引人欣

赏；人有魅力，就会吸引人交往；教
师有魅力，就会吸引学生亲近。 教
师饱满的情绪、生动的语调、洒脱
的姿态、灵动的眼神、深刻的头脑、
渊博的学识、诙谐的表达，真挚的
情感等，可以让学生消除情绪上的
抵触，这样的教师注定是学生喜欢
的“高颜值”。例如，讲“我国的科技
进步”时，用“举头寻月球探测器，
低头玩华为 5G 手机；驾车用北斗
导航，旅游到港珠澳大桥”的桥段，
学生是不是更喜欢听“段子手”老
师的课呢？ 俗话说，亲其师，信其
道。 学生喜欢了老师，也就为学生
喜欢思政课“栽好了梧桐树”。

其次，课堂上“灵活多变”的知
识呈现方式最能唤醒学生的求知

欲。 初中生的思维从形象思维向
抽象逻辑思维逐步过渡。 因此，这
个阶段的学生对于缺乏内在情感
体验和深度思维体验的说教式僵
化课堂是反感的。看图片、观视频、
赏歌曲、听故事、猜谜语、评时事、
情境表演、 模拟法庭等精彩纷呈
的教学手段， 将生硬的大道理寓
教于乐、寓教于生活，在无形中激
发学生的求知兴趣与热情，这样的
授课形式无疑是学生喜欢的“时尚
款”。 例如，在讲述“节奏与旋律中
的集体主义”时，可让学生欣赏《黄
河大合唱》。明快的画面，铿锵的节
奏，气势磅礴的旋律，加深了学生
对集体主义的感悟， 使学生在雄
浑壮阔的音乐意境中领略集体主

义的力量。俗话说，教无定法，贵在
得法。 柔化了意境，也就为学生喜
欢思政课“筑好了漂亮巢”。

最后，课堂上“鲜活弥新”的内
容素材最能深入学生的内心。 思
政课理论的根在社会、 在生活，陈
旧的案例、 不切学生实际的材料，
使学生感到道理与实际的遥远，从
而产生不信任感及厌倦感。新闻热
点、社会曝光、国际动态、生活百
事、网络趣闻等都可以是思政课教
学的鲜活素材，将它们之中与学生
有密切关联的资源引入课堂，使学
生漫步于真实的生活情境中，边走
边思量，边欣赏边感悟，使闻道如
同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慢慢渗透至
学生灵魂的深处。

“活”方有“味”
■扬州市江都区国际学校 兰良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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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

■滨海县教师发展中心 孟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