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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课肩发式擞攀艿擒搠探

赵 庆 英

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 《关于改苹学校思

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以下简

称 《通知》)中揩出,在政治理论课的课程

设置和教学内容必须进行改革的同时,教学

方法也必须进行认真的改 革 。 《斓知》明

确指出 :“要改变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尽量实

行启发式的教学法。
”

这;就 为 改 苹中学政

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社

会主义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 设 搬 务

的,其 目的是培养出大批有理想、有遘德、

有文化、守纪律的建设人才。为此,它的教

学就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我国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方法,是与封闭式 的

教育思想和陈腐的教学内容相适应的。为了

适应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和教学 内 容 的 需

要,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能力、智慧、品德

和个性,因此改注入式的教学方法为启发式

的教学方法,就是当前中学政治理论课教学

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关键在于启迪学生进

行积极思维,引导学生主动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为了贯彻启发式,我在教

学实践中体会到必须把读、议、讲、练有机

地结合起来。

读、议、讲、练是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具

体运用。它不是程式化的四个环节,而应根据

教材内容的难易,学生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

的高低,以及他们身心发展的特点 灵 活 地

运用。

关于读:读是揩在课堂上指导学生读教

材和有关资料,以瀵教材为主。现行中学政

治课教材,虽然概念抽象,原理难懂,但由

于列举了大量事饲进行说明,学生又有一定

的语文和数理化基础知识,因此,在教师引

导下是可以读毽教材内容的大部分的,读不

懂或较难读麓的是教材的体系、难点、重点

和一些容易混淆的地方。

怎样弓l导学生读教材呢?大略可以分为

粗读和精读两个步骤。曲教师根据教材内容

颅序列出题目,学生根据题闾阅读教材并写

出阅读提纲, 目的在于大略了解教材的体系

和基本内容 ,这就是粗读。在粗读的基础上 ,

遴而引导学生着重阅读教材的重点和难点,

以加深对概念、原理的理解 ,这就是精读。例

如,讲内困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据

时,在粗读的基础上,要求学生精读教材中

的这句话: “
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矛盾

若的双方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斗争, 由此使

矛盾双方的力量和地位发生变化,于是推动

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

学生在阅读

这句话时,常常注意了矛盾双方的斗争,而
忽视了矛盾双方的依赖,或只注意了矛盾双

方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斗争引起事物的运动、

变化、发展,而忽祝了这种变化和发展表现

为矛盾双方力量对此和地位变化两种状态。

为了帮助学生准确掌握这句话的几层含义,

教师要通过提问、议论,使学生读懂这样两

个问题:印只 有 矛 盾 双方既互相依赖叉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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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斗争,才能引起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

由事物内部矛盾引起的事物的运动、变化和

发展,表现为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和地位的变

化。紧接着教师就对这一问题进行讲解。

实践证明,即使是枯燥的理论,只 要教

师善于引导,学生也是喜欢去读的。在读的

过程中,他们眼脑手并用,读得很专心,秩

序井然。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教师讲

解的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而且可以

培养学生自学的习惯和能力,使学生曲被动

地依赖教师讲解变为主动地从教材中吸取营

荞;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为学生将来进入社会

后继续钻研和深造打下基础,因为在人的一

生中,主要是靠自己读书来不断吸收和更新

知识的。

关于议:议是指在读的基础上,在读、

讲、练中让学生议论。《通知》指出: 
“
在高

中和大学阶段,要精心组织学生进行自由活

泼的课堂讨论。
”

议论的形式可以同桌议,

前后四人议,直至全班议;可以是∵、二分

钟的小议,也可以是一、二十分钟的大议或

大小议穿插进行。议论应贯穿于读、讲、练

的过程中。

在读的过程中进行议论,可以帮助学生

理清教材内容的层次。例如,教材对实现曲

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第
一
个条件是

这样表述的: 
“
深入实际,反复实践,取得

十分丰富 (不是零碎不全 )和合符实际 (不

是错觉 )的感性材料。这是正确实现认识过

程的第一飞跃的基础和前提。
”

学生通过阅

读,一般可以掌握这段话含义的两个层次,

即前后两句各是一个层次。为了深入掌握这

段活的四层含义,教师可以提出下面四个问

题请他们进行议论,即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

性认识的飞跃需要什么材料?需要什么样的

感性材料 ?怎样才能获得这样的感性材料 ?

这样的感性材料在实现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

跃中起什么作用?这四个题 目的答案,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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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四层含义,学生经过议论之后,很
快就读憧了这段话的四层含义。

在讲的过程中穿插对具体事例的议论,

可以加深学生对原理的理解。例如,讲 《法

律常识》正当防卫必须具各的条件时'教师

讲了一个真实的案例,请同学们议论分听是

属于犯罪还是正当防卫?案例是这样的:一

个工厂的守夜人,发现有入正在偷工厂的东

西,就用电筒照射,谁知盗贼一棒把他的电

筒打掉 ,守夜人员在黑暗中同偷窃者搏斗,一

棒打中他的头部,偷窃者当场毙命。当地法

院判决时认为 ,偷窃者是偷不是抡,把他打死

是防卫过当,应负刑事责任,判守夜人几年

徒刑。昕完这一案例,学生顿时沸腾起来 ,

大声叫着判错了。议论已是全班性的了,同

学们都抡着发言,互相补充,说明错判的理

由:守夜人防盗防窃是他应尽的职责;偷窃

活动正在进行;守夜人是在捉拿小偷的过程

中,电筒被打落的情况下,在黑暗中搏斗把

偷窃者打死的,因而符合正当防卫的几个条

件,所以不是犯罪,是正当防卫。学生的情

绪很激动,好象在为被错判的守 夜 人 鸣 不

平。教师总结同学们的发言之后说,守夜人

和该厂的同志对这一判决不服,向 上级法院

中诉,上级法院认定属正当防卫,重新宣判

守夜人无罪。听完这段话,同学们乐得大笑

起来。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分析,活跃了课堂

学习气氛,调 动了学生积极性,加深了对原

理的理解,培养了同学们的分析辨别能力。

在讲的过程中,对逻辑推理强的教材内

容也可多议,特别是高中生对这类议论兴趣

浓厚。例如,讲矛盾普遍性和特 殊 性 关 系

时,教材中有这样一句话: 
“
特然性也离不

开普遍性。世界上的事物元论怎样特殊,它

总是和同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共同之处,

总要服从这类事物的一般规律,不包含普遍

性的特殊性也是没有的。
”
对这一问题的讲

述,除了用韦例证明之外,还可以议论这样



∵个闸题:犟是世界上真有一个独一无二的

特殊事物,不是也可以离开矛盾 的普 遍 性

吗?要求同学们经过议论,用推理的方法进

行回:答。多数同学不知如何回答,但几乎各

班都有少数同学能正确回苍这∵问题。他们

的答案有两个,其一
是:既然这一特殊事物

是一个事物,在客观实在性上就和所有的客

观事物具右共同的性质,因雨它不能离开矛

盾普遍性。其二是,它既然提一个事物,无
论怎么特殊,内部都包含着矛盾,在存在矛

盾这一闷趱上就和自然、社会、思维中的任

何一个事物具有共同性了,因而它也不能离

∷开矛盾普遍性。事例是证明原理的基础,但
辅之以逻辑推理的证明,则更能加深对原理

的j理解,培养和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在讲述中,还应当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

璎^对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

瞅系学生恩想实际进行议论。近年来,在中

学生特别足高中学生中,对于我国的对外开

放政策有Γ些模糊的看法。有的认为:允许

外国投资就是承认外资对我国人民的剥削,

过去帝国主义要用枪炮打开我国的大门才能

i猕缉投耸的特权: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请他们

投资来剥削我们。在讲《辩证唯物主义常识》

课的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时,有个别同学

在课上提出、了这一问题。教师立 即 抓 住 时

机,请同学们进行讨沦。讨论十分热烈,经
过互相启发、补充、纠正之盾,得出的结论

是:外国资本家今天和过去在我国投资的性

质根本不同。过去,帝国主义通过投资来控

制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剥削和奴役我

国人民;今天我国人民掌握了国家主权,我
,们是按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

交流的。在当代,科技发展迅速,国际性经

济联系十分密切,闭关自守是不能实现现代

化的。我们经济技术目前比较落后,需要吸

收外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来增强我国自力

更生的能力。外资在我国投资虽有一定的剥

削,但是权衡利弊,利大于劳。至于在实行

对外开放政策时,带来的一些消极因素,是
可以通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克服

的。为了谬化议论的成果,教师在总缭时,

不仅买使之条理化,指出这是我国坚定不移

的战略方针,还应举出大量事例说明我国实

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中

学生,特别是高中学生,他们关心国内外太

事和党的方针政策,但由于认识 水 平 的 局

限,加之受到社会上一些锆误思潮的影晌,

一些同学对于形势秕政策有着不同程度的糊

涂看法,∷ 这是不奇怪的。政治课教师应当及

时抓住带倾向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引导学生

结合原理进行生动活泼的讨论。这样的自我

教育对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都是

甚为有效的。

在练的过程中议,可以培养学生特别是

中差学生审题和解题的能力。对一些难度较

大的不同类型的题 目,都可以先由学生议论 ,

教师总结,珥由学生动笔做。这 样 可 以极

大地调动中、差生认萁完成作业的积极性。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学生不愿完成作业的原

因是不知道怎样做题。

总之,通过:议 论可以及时返回学生的信

息,以便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在知识和思想方

面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解决。议论有助于

培荞学生探索、∷推理、想象、分析和综合的

能力。在议论中,学生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和

纠正,活跞了课堂气氛,锻炼和提高了学生

的田头表达能力。

关于讲:讲是指由教师讲教材的系统、

难点和重点。一门新课的系统、 难 点 和 重

点,学生通过读、议是不可能全部掌握的,

需要教师讲解。讲清楚知识的体系,才便于

学生理解、记忆和运用;讲清楚重点,才能

帮助学生掌握教材的中心内容 :讲 清 楚 难

点,才能扫终学生学习中的拦路虎。中央《通

知 》中指出: 
“
讲课应当用丰富而生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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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架
∷
引出和论证有关观点,而不能简单地灌

输抽象的概念。
”

这是由于中学政治课教材
。的概念、原理抽象难懂;雨人的认识过程也

要速循由特殊到普遍,再 由普遍到特殊的认
·
识秩序;学生思维的特点也正处于由以形象

|忠维为主向以抽象思维为主的过渡时期。所

以,讲原理1概念时,不能采用从概念到概
Ⅱ
念,∶ 从抽象到抽象的方法,应当用丰富而生
i动的事实引出有关的概念和原理来。以讲矛

盾概念为例,它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概念,

.是教学的重点:它含义多而难于理解,又是

∶教学难点,因此应当着力讲解。`∶ 通过 读、

议,学生已掌握这一概念的三层含义,教师

可以举出自然、社会、忠维中的典型事例抽

∶象出这-概念的含义,这就是从特殊 到普

遍,然后引导学生用普遍原理去分析个别的
∷问题。教材中有这样一句话: 

“
日常生活中

的上下、左右、大小、轻重.长短、高低⋯⋯等

都是矛盾:” 教师应当选出其中一对矛盾讲
∶
透,学生即可举一反三了解其他各对矛盾的

具体含义了。例如上和下怎么是 一对 矛 盾

呢?由于学生不懂这一问题,不 必 进 行议

论,可用设问启发自问自答地进行讲解。上
∷
下这工矛盾双方存在于什么统一体中?教师

要紧紧抓住学生渴求获得答案的心理,立即

指出按照它的原意之一,应当存在于方位这

∵⊥矛盾统工体中。上和下是方位这一矛盾统

∶
一体中的两个方面,浅显易懂,不必多讲。

∶上和下矛盾双方是怎样互相依赖的呢?上、

下两方相比较而存在,没有上, 就 无所 谓

下;渡有卞∫也就元所谓上了。上、下两方

∶依据什么条件各向其相反方向转化呢?转化

的条件在于参照物不同。如果以三楼作参照
∵
物来看二楼,则二搂为下,三搂为上Ⅱ如果

∶以△楼作参照物来看二楼,则二楼为上,亠
楼为卞。上、下这一矛盾双方又是怎样排斥

⒈的呢?我们说二搂是下,就同时排斥了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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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反之,说二楼是上,就同时排斥了它是

下,我们不能在同-条件下'说它既是上,

又是下。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原因在于双方

的性质不同。当然也可从上、下的其他含义

来讲解这对矛盾的具体内容。

总之,在政治课教学中放莽教师的讲解

和讲述是十分错误的。教师不仅要讲,还应

当吸取传统讲法的优点,讲得有条不紊,有
声有色,事理交触,枣情真挚,并在讲述中

用诱导式的提问,形象化的比喻,言 简意明

的图表,富于哲理的俗语、成语、寓言、诗

词、名言警句以及学生熟悉的事物、乡土教

材和比较、归纳、演示等方法去启发学生积

极思维,才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讲解时间

不宜过长,每节课ˉ般讲20分钟左右:根据

教材的内容,可以一次讲,也可 分 成 多 次

讲。对一些难度大内容多的教材,也可用整

节课进行讲解。切忌对教材全面 讲 、 满 堂

讲、枯燥无味地讲解。

关于练:练是指在课堂上进行练习,消
化、巩固、运用当堂所学的知识。有口练、

笔练两种形式,以笔练为主,以弥补口练之

不足,并培荞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笔练题 日

有系统的知识题和各种类型的灵活题。学生

的书面作业可以当堂评讲或抽改几本了解情

况后再评讲。这样做,晚订减轻学住的谋外

负担,也可减轻教师批改作业的压力,取得

较好的效果。

总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读 、 议 、

讲、练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
读是基础,议

是关键,练是运用,讲则贯彻始终。每节课

的具体安排,可根据学生的知识和思 想水

平,以及教材的内容难易而定。 可 以是 边
∶读、边议、边讲、边练,也可以讲或议或练

为中心,不能搞程式化,搞形式主义,而应

重视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