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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思想政治新课程的以学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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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想政治新课程的以学定教，就是要以学生的疑问定教、以学生的思考定教、以学生的学习矛盾定教，从而促进学生对思想

政治课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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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思想政治新课程理念，我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解决学生
的“信任”问题，作为教育的主攻方向，目标就是使学生相信马克
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通过教学时间，取得了初步效果。具体做
法如下：

一、以学生的疑问定教
思想政治新课程的以学定教，首先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以学

生切身的疑问为主导，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不回避矛盾，有的放
矢，循序渐进地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我经常把学生的问题，比做
结上的“扣”，在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善于发现学生的“扣”，研究
这些“扣”是怎样系上的，而且要想方设法找出解“扣”的途径，从
能为他们接受这些理论扫清障碍。例如：在学习“物质第一性”“意
识第二性”时，我积累了这方面的大量问题，经过归纳整理，发现学
生主要存在这样几个“扣”：

一是鬼神之说；“外界没有鬼，为什么会有鬼神观念？”二是
科学预见；“世界上还没有共产主义，马克思怎么能预见？”三是
建筑师设计楼房，先有图纸后盖楼房，到底谁在先，谁在后？四是
梦幻；“外界没有的东西，我怎么会梦见呢？”

归纳出这么多“扣”之后，我没有马上动手就事论事地正面直
接回答，而是深入研究学生为什么系上这些“扣”。发现出来知识
不足以外主要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思想方法简单，他们把人的大
脑的反映看成是简单的反映像照镜子一样，而不知道思维是复杂的
主动的；另一个是思想方面片面，他们认为强调物质第一性，就是
否定意识的反作用。经过分析我心中有数了。当我正面讲清了一般
道理以后，就点到学生的问题，这一问，大家愣住了，当然他们了
解这些东西都是外界存在的。然后解释人的反映是一种积极能动的
反映，可以把外界的事物联系起来，贵鬼的形象就是把一些现象歪
曲地胡乱联系起来就是了。从鬼神的形象突破，再分析到鬼神之说
产生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说明鬼神之说的产生是和生产
力水平以阶级斗争分不开的，这样就解开了学生这个“扣”。

二、以学生的思考定教
思想政治新课程的以学定教，就是要从学生的接受能力出发，

根据学生的思考能力，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引导他们利用自然
科学知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
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过去老师一般比较注意“革命性”这一
面，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较多，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根据
注意不够，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证明更少一些。现在的学生一般比较
新服自然科学，也学到了一些自然科学根据。根据这一特点，就要

让学生了解它的每一个观点的科学根据，尤其是自然科学根据，这
样，用他们相信的真理去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学生就比较容
易接受和相信，例如讲解矛盾普遍性，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
一观点，根据学生的特点，看重利用自然科学的材料，运用一个简
单的逻辑推理的方法进行论证。第一步科学证明运动是绝对的；第
二步根据现有的理论，物质的运动可分为五种基本形式；第三步讲
每一种运动形式都包含着矛盾，如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
动，生命运动以及社会运动都包含着矛盾；第四步做结论；既然运
动是绝对的那么矛盾就是普遍存在的。

三、以学生的学习矛盾定教
思想政治新课程的以学定教，就是要把课堂教学的准确性和系

统性结合，根据“教”“学”矛盾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传统政治课教
学的弊端在于课堂结构不合理，教师只顾输出信息，不顾学生输入信
息，教师输出的方式机械呆板，学生接受的方式消极被动。这种只管
教，不管学的状态严重地影响着学生智力的开放和能力提高。

“教与学”是一对矛盾，教是为了学，“教好”固然重要，但
“学好”才是根本，“教”是主导，“学”是主体，“教”总是要
为“学”服务的。因此，必须以教材为主线，正确引导学生学习。
在课堂教学中，我对自己要求严格，把基本概念和原理要准确完整
地交给学生，绝不摸棱两可，似是而非。每一单元学习后，要列
表使知识系统化，以便帮助学生记忆和理解。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讲课中我运用了综合能力教学法，即“读，疑，讲，练”相结合。
“读”是要引导学生认真读书，扎扎实实地学习。“议”是综合程
序中很重要的一环，“议”是广义的，结合所学原理可以大家一起
议，也可以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答，还可以将疑难提出来，大家共
同讨论，目的是同意看法，提高认识。“练”在教法上称之为应
用，它是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桥梁，是提高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
题能力的重要过程，当然，练，也要讲究巧练，不搞题海战术。要
练的得当，要讲求效率，要有计划性，针对性，多样性和系统性。
“读，议，讲，练”是达到“用”——提高思想觉悟之目的的辅助
手段，上述方法的使用取得了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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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according to learn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new course, is to use the students' questions, thinking, learning contradic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learning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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