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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中指明：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

养是学生通过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学习，获得具有学科特点的

学业成就，包括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等

要素。其中政治认同决定着学生成长的方向，是根基；科学精

神是形成法治意识，实现公共参与的基本条件；法治意识是实

现公共参与的必要前提；公共参与是政治认同、科学精神和法

治意识的行为表现。更新传统教学理念，转变“一言堂”的教学

模式，立足学生“学会”和“会学”的学本课堂，抓住关键问题的

解决，锻炼学科思维能力，是培养高中思想政治学科学生核心

素养的有效途径。笔者试以高中必修一经济生活《新时代的劳

动者》为例，谈谈如何培养学生的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2 创设问题情境，营造课堂探究氛围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基于原有的知识经验生成意

义、建构理解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常常是在社会文化互动中完

成的[1]。同样，学生的核心素养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来，而是

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中建构获得。所以，教师要着眼于学生的

最近发展区，巧设问题情境，调动学生学习探究的积极性，激

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笔者大胆创新，把《新时代的劳动者》这

节课精心设计成一个话剧《阿啃求职记》，以丰富多样的活动

形式展示对话，在思维碰撞中提升核心素养。

3 设计多样活动，提升学科核心素养

苏霍姆林斯基说：“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

握知识的情感，乃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

件。”这句话揭示了活动体验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美国缅因

州的国家训练实验室研究成果表明，“做中学”或“实际演练”

的学习方式，可以达到 75%的学习保持率。爱德加·戴尔提出，

学习效果在 50%以上的，都是团队学习、主动学习或参与式学

习。笔者这节课着重引导学生开展探究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

动体验中提升核心素养。课前把全班 48人分为 A、B两班，每

班四组，每组六人。A班的四个小组 A1、A2、A3、A4为表演组，

表演阿啃求职记的四幕。B班的四个小组 B1、B2、B3、B4为解

说组，解说表演组表演后提出的问题。抽到任务的小组在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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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学科长的带领下深入讨论，创意设计，精心准备，精彩展演。

例如，在展演第四幕《如此维权》时，学生是这样表现的：

生 1：老板，咱们已经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这马上要到

春节了，你要把这几个月的工资赶紧发了，我好回家过年。

生 2：阿啃啊，咱们单位其他员工都没提意见呢，你是业

绩比别人优秀，还是资格比别人老啊？你来跟我提要求？公司

正赶上经济危机，再等等吧，估计过完年可能会好些。

生 3：阿啃，怎么样，老板同意发工资了吗？

生 1：没有啊！冬子，咱们怎么办？没有钱哪有脸回家呢？

要不然咱俩假装跳楼，吓唬老板，让他给咱发工资怎么样？

生 3：行啊！咱们去找一些工友，人多力量大嘛！

生 4：有人跳楼啦！快来看啊！老板不发工资，农民工跳楼

讨薪啦！

生 1：同志们，老板居然这样都不理咱，咱把老板押起来，

拉他去街上游行。

生 5：我们组表演完毕，请问“阿啃”的维权方式正确吗？

我们作为劳动者应该怎样维权呢？

教师设置“如此维权”这个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参与话剧

的表演，注重对学生的公共参与素养的培养。学生以驱动性问

题进行了有效追问，点燃其他学生深度讨论、合作探究的欲

望。在激烈的生生互动中学生的思维不断碰撞，情感得以升

华。同学们在展讲和质疑中认识到阿啃维权方式的错误之处，

理性地分析问题并最终树立正确的观念，采用合理又合法的

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科学精神和法治意识的素养在轻

松的活动体验中得以提升。

4 教师智慧导学，锻炼学科思维能力

在学本课堂视域下，课堂要由传统的知识传递型静态教

学向创新的知识建构型动态学习转变。教师要由过去的告知

教学转变为指导学生，由过去的勤奋讲授转为智慧指导，由过

去的权威管理转变为民主自律。课堂教学要逐步由“教师搭台

教师唱”向“学生搭台学生唱”发展，教师要想方设法让学生

“学会”和“会学”，最终达到“教为了不教”的目的。

在《新时代的劳动者》这节学习方案设计中，教师提前培

训了学生主持，分好了 A、B 对抗班，分配了表演组和演说组

两大阵营。教师从“编剧”的角度对教学内容进行细化，把内容

编写成剧本，分篇章、按流程、有时间计划地实现学习目的。教

师以“导演”的角色对整节课进行智慧设计，引导学生身临其

境地参与其中，从话剧表演到精彩展讲，从提出问题到质疑点

评，真正实现了“学生搭台学生唱”的课堂效果，也处处体现了

教师的智慧导学。

在第二幕《艰难求职》中，A 同学饰演阿啃，他只想找份

“工资又高又体面”的工作。B 同学演示阿啃爷爷，认为“别人

介绍的不靠谱，就业就要靠政府”。C同学饰演阿啃奶奶，认为

“不管什么职业，只要能稳定地干一辈子就行”。D同学饰演阿

啃妈妈，认为“一定要找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兴趣爱好一致

的工作”。E同学最后追问：“为什么阿啃这么难找工作？他的

亲人们的建议对不对，应该树立怎样的就业观？”

问题设计是连接情境和知识的纽带，是开启心智、激发思

维的起点。“智者问得巧”，这个问题链的设计巧在从生活情境

中来又回到了生活情境中去，设置了“对不对”的认知冲突，启

发学生用科学精神和法治意识来思考分析，最终达成政治认

同，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4个问题由浅入深，层层

递进，不断拓展延伸，让学生学会调动知识，理论联系实践。学

会辩证思维，明辨是非曲直。

在解决最后一个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时，个别学生的回

答有些天马行空，这时笔者采用了“小纸条”“诱思引导”和“耳

语”策略，在教师的及时点拨和智慧导学的引领下，学生的学

科思维能力得以锻炼和提升。

5 构建多元评价，注入持续发展动力

衡量一节课成功与否的标准，不在于教师讲得是否精彩，

而在于学生学的是否主动。在新高考的形式下，在学本课堂的

视域下，课堂评价的重点应该由过去“教师的教”转向“学生的

学”，更加注重学生素养能力的提升和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

法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曾说过：“教学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

授，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教师富有激情的评价必然能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内在潜能。尤其在学本

课堂的初步实施阶段，为了保护学生的自尊心，树立学生的自

信心，教师应该多采用激励性评价，唤醒和鼓舞学生，为学生

素养的培养搭建平台。

6 结语

学生的核心素养要想得到持续提升，还必须构建多元评

价体系。搭建小组合作团队学习机制的平台，重视学生的自我

评价、同伴评价、学科长评价、小组长评价和学术助理评价，并

建立长效机制，重视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为政治

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提供机制保障，为学生的能力发展注入

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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