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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思想品德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可以更好地发挥出思想品德课的作用,老师必须避免以往教学中的不

足,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笔者在新课程教学实践中,结合自己教学实践,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希

望能为思政课程教学的改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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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

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标志着一种新的科学发展观已经

明确,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在我们思政课教学中也要贯彻“以人为本”

的思想,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朱永新教授还指出：课堂属于学生。好的课堂永远是人性的、人道的。

“课堂属于每一个鲜活的、富有个性的生命体”。怎样还课堂与学生？说

教和口号式的教育在现代社会显得简单、粗暴、苍白无力,而把教育融入

教学,充分利用思品课人文学科的特点和优势,培养学生丰富的人文精神,

与新课改、新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思想品德课教学要重视对学生人文素

养的培养。在思政课教学中,这种人文教育集中体现在“情感、态度、价

值观”的目标上。那么,在我们的思品课教学中怎样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人

文素养,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让自己的教育不留痕迹？“以

人为本”的教学思想,为每一个学生的个性成长服务。 

1 建立和谐良好的师生关系,关注“以人为本”的情感体验 

建立和谐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育教学的前提和基础,更是培养学生自

尊、自信、自强不息的健康人格的关键。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特别是网络时代的到来,学校不再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唯一渠道,教师知识

的垄断性地位已受到严俊挑战。多元化的价值观与当前教育精心设置的一

元世界的碰撞在不断地产生着不和谐音符。“以人为本”,尊重学生人格,

发展学生个性的“个性化教育理念”越来越受到学生的欢迎。作为新时代

的教师,更应顺应时代的要求,锐意改革创新,真正做到以学生个性发展的

需要为出发点,多几分微笑、轻松、民主、平等与尊重,将会拉近师生的距

离,增强了学生对老师的信任感,为以后的教育教学打下了深厚的情感基

础。但理解与宽容绝不是姑息和放纵,也绝非不讲原则地包庇和迁就,而是

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是上的。理解与宽容也绝不是不严格要

求学生,而应做到“严出于爱,爱寓于严,爱而不纵,严而不凶”。以强制和

粗暴的方法使学生服从命令,只能把学生驯服为羔羊,或者逼着他们带着

不满情绪,从紧张,回避,走向欺骗与反抗,结果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不

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 

2 创新教材内容,重视“以人为本”的教学方式 

思政课教学不要流于形式,一味地照本宣科,而应该注意创新,否则会

终导致学生厌学。教师要想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就要勤于积累材料,善于

挖掘教学资源,巧于设计情境,将发人深省的故事、启迪智慧的漫画以及丰

富多彩的时政新闻等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去,事事新,时时新,处处新,让学

生每上一节课都有新的触动、新的发观,从而保持浓厚的兴趣、活跃的思

维,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和创新欲。 

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不仅要求创新教学内容使之具有人文性,还要求

教学方法具有人文性。教学方法直接决定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表现,“满

堂灌”填鸭式的陈旧教学方法是对学生人性的压制和摧残,而民主、平等、

宽松的课堂氛围是让学生充分展现个性的前提,也是生命课堂的必需。因

此,教师必须变封闭的课堂为开放的课堂,要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思维特

点、个性特征等因素,创设真实、新奇、富有吸引力的教学情境。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切身体验,培养学生的情感。 

2.1增加时事评论 

时事评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课前5分钟,一种是专用一节课。第一种

情况一般由一位学生轮流承担,每堂课先进行时事播报再进行评论。后一

种可与研究性学习结合起来,一般由一个小组,围绕一个主题进行深入、全

面的评述。时事评述可促使学生主动关心了解国内外大事,提高其分析判

断和辩证思维能力,是培养学生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正确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2.2动手创编课本小品 

分析：由于HC2O
4-
不完全电离,0.01 mol/L NaHC2O4溶液中c(H

+
)＜1×

10
-2
mol/L,A错误；当V(NaOH)＜10mL时,NaHC2O4与NaOH反应后生成NaHC2O4和

Na2C2O4的混合液,溶液可能呈中性,当溶液呈中性时,根据电荷守恒有：c(Na
＋
) 

=2c(C2O4
2-
)+c(HC2O

4-
),B错误；当V(NaOH)=10mL时,生成的Na2C2O4水解,溶液呈

碱性,c(H
+
)＜1×10

-7
mol/L,C错误；当V(NaOH)＞10mL时,生成NaOH和Na2C2O4

的混合液,根据盐类水解规律可知,c(Na
＋
)＞c(C2O4

2-
)＞c(HC2O4

-
),D正确。 

【解法指导】此类试题要看酸(碱)与盐是否发生反应,若发生,应先通

过分析或计算确定混合液的成分,然后看溶液中是否存在电离和水解,以

及电离与水解程度的相对大小,再列出各离子浓度的关系。若酸(碱)与盐

之间不发生反应,直接根据组成及题给条件分析判断。再利用守恒原理列

出相关等式,做出解答。 

从以上各方面分析可知解答比较溶液中粒子浓度问题的思路是：首先,

根据题意分析确定溶液中的溶质成分；其次,列出溶液中发生变化的离子

方程式(如电离、水解等),利用题给数据分析比较各粒子浓度的大小关系；

然后再根据电荷守恒、物料守恒、质子守恒原理列出有关恒等关系,对照

题目做出准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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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思政教材中的很多内容都与社会实践联系紧密,联系课本创编课

本小品可以通过让学生扮演各个角色,借助学生的主动参与,营造和谐、融

洽、欢快的人文氛围,给学生以展示自我的舞台、充分表演的机会。作为

学生,应尽情舒展生命活动,在参与中积极思维、展现自我、明辨是非、提

高智慧,使学习过程成为培养高尚道德和丰富人生体验的过程。如在《公

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课的学习中,设置情境让学生进行角

色表演：“外国人”、“未满18周岁的人”、“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年满

18周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中国人”。让其他同学来判断在这些角色中,

哪些人具备选举的资格。 

3 感悟生命的宝贵,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一个具有人文素养的人必定把“生命”看成人类 宝贵的财富,从而

珍惜它,讴歌它。在教学时,我们应努力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生命的宝贵,

建立他们“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世界。传统的教学在知识传授上往往过

于注重工具性或思想性,在教学手段上则经常采用老师提问、学生回答或

者老师引导学生质疑,再由学生回答的方法。然而,这种“为学习而学习”

的“师本位”知识体系和教学方法本身已经忽略了对学生的关怀,忽视了

对个体发展的关怀。要想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我们的课堂教学也应该是

人文的。 

初中的思政教材中有着丰富的人文内容,心理健康内容有自尊、自信、

自立、自强,做情绪的主人等；珍爱生命教育有“世界因生命而精彩”、“生

命健康权”等；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内容有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等；

另外社会主义法律体现了人民的意志,社会主义民主从本质上说是人民当

家作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也充分体现了人文精神。可

见,初中政治教材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这就是维护广大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共同富裕、关

注公民的基本权利实质上就是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不能只看到教材中理性化的一面,而忽略教材情感化的一面,要充分挖

掘出生命教育的内容并加以加深强化。 

4 关注学生的个别差异,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 

在传统的思政课教学中,备课往往仅仅钻研教材、大纲,确定好重点、

难点,设计好教学过程,导入、新授、提问、小结等等,缺乏对学生实际的

研究,这实质就是以教材为中心来上课,它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而新课

程标准的制定实施,“一切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的提出,再加上思政学

科实行开卷考试,能力题、材料题、综合题、开放性试题比重的逐渐加大,

要适应这种形势,我们就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备课方式,就要求教师要根

据自己已有的教学经验,根据学生的学习实际,去判断学生的经验水平,来

确定适应学生的教学起点,即把“备”的重点放在对学生的了解和分析上,

教师必须研究学生,了解学生的学习行为习惯、思维特点、思维方法,按照

学生的知识水平、思维能力、接受过程来设计教学过程,关注学生能否在

课堂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分层指导并为每个学生

的发展提供条件。例如,我每年新接班时都会发现,一部分学生上思政课经

常是“不动脑、不动口、不动手”,回答问题除了照搬书本几句话外,很少

能有学生能从几个角度侃侃而谈,这样的学习行为习惯是不可能学好政治

课的,因此,我就有针对性地加强学法指导,比如怎样预习、怎样听课、怎

样回答问题等等提出严格的要求,并引导学生关心新闻,了解时事,从而更

好地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对教师讲的理论能够“洗耳恭听”。 

当然,要研究、了解学生,单单靠每周90分钟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政

治老师也要深入学生的生活,与学生建立感情,掌握学生的心理,掌握学生

的关注,掌握学生的语言,掌握学生之间的关系。“亲其师,信其道”,在教

学过程中有意识地把话题引向学生感兴趣的地方,并且适当使用学生的

“潮流语言”,从而使课堂氛围活跃起来。 

思政课教学是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渠道,要让自己的教学更充实、

更丰满,必须多思、多悟,真正做到教育无痕,让自己的教学生涯不留遗

憾。这样的课堂才是人性的、人道的,才是学生生活和生命的重要组成

部分。正传统的思政课中老师都是在课堂上大讲特讲,课堂内容变得沉

闷和乏味,使得学生感受不到思想品德课的乐趣。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

断深入,对思想品德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可以更好地发挥出思想品

德课的作用,老师必须避免以往教学中的不足,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以人

为本”的教学理念。思政课的目的就是加强初中生思想品德教育,提高

学生的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品德课必须要体现出

“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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