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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导入是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一环。通过对某中学《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教学调查发现，课堂

导入存在或者被忽略，或者流于形式的情况，需要通过提高对课堂导入重要性的认识、找准课堂导入的

目标、选好导入素材、用好恰当导入方式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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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room int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ffect of classroom teaching. Through the in-
vestigation on the teaching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Citizens” in a middle school, it is 
found that classroom introduction exists or is ignored, or becomes a mere formality, which needs 
to be solved by improv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classroom introduction, f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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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ct goal of classroom introduction, selecting the right materials for classroom introduc-
tion, and using the proper way for classroom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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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常言道，好的开头意味着成功一半。课堂导入作为新课讲授的伊始环节，对整堂课的教学效果具有

重要影响。高中政治较高的抽象性和较强的理论性和说理性特点，要求教师从课堂一开始就应该牢牢抓

住学生的注意力，选择恰当的课堂导入，为后续课堂教学奠定坚实基础。 

2. 高中政治有效课堂导入对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性 

2.1. 有利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习兴趣 

上课之初，学生往往还沉浸在某个与本节课无关的事情上，心思还没有完全放到课堂上来，注意力

也很难集中。若此时教师马上开始授课，尤其是讲授新课，很难取得良好教学效果。有效的课堂导入往

往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如故事、学生关注的热点新闻和电影片段等，通过恰当的方式加以导入，就能

够迅速抓住学生的眼球，吸引学生注意力，把课堂之初的兴奋转移到即将开展的课堂教学内容上来，为

整个教学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1]。 

2.2. 有利于及时向学生指明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主要包括学生对知识目标的掌握、能力目标的培养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领悟。新课

导入目的性明确，针对性强。在课堂导入时，教师通过用简练的语言描述教学目标，并且为学生指明学

习方向，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有的放矢[2]。如果导入缺乏方向性，那么导入设计最终落脚点就会偏离既

定的教学目标，不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准确把握，最终影响课堂教学目标的实现。 

2.3. 有利于新旧知识的有效衔接 

新旧知识连通，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整体把握。课堂导入采取复习旧课，导入新课的方式，能够温

故而知新。认知学习理论认为，任何新知识的获得都必须建立在旧知识的基础上。学生通过教师导入的

引导和点拨，让学生在“温故”的基础上积极思考，使新旧知识在逻辑上得到衔接，从而能进一步总结

升华为“知新”。需要指出的是，“温故”之所以可以“知新”，是建立在新知识和旧知识之间存在着

直接的和必然的逻辑联系基础之上，这就要讲求导入的科学性。 

3. 高中政治课堂教学导入的常见问题 

3.1. 忽略课堂导入 

忽略课堂导入，是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跳过课堂导入这一环节，直接进入新课的讲授讲新课，以便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00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黄家琪，刘武军 
 

 

DOI: 10.12677/ass.2022.111005 27 社会科学前沿 
 

腾出更多时间给学生讲重点和做练习[3]。某中学一教师教授《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不顾学生还沉浸

嬉戏和吵闹中，进入教室后马上以“同学们，请打开课本第 15 页，今天我们来进入到第二课《我国公民

的政治参与》的新课学习”。结果出现如下情况：教师在板书，有的学生还在讲话；有的学生根本没有

注意到老师说翻到第几页，只好问旁边的同学；有的同学则是机械地翻开书本，了无兴趣地盯着课本发

呆。忽视课堂导入的情况在该校有一定普遍性，从学生对“思想政治课中是否有课堂导入这一环节？”

问题的回答——“偶尔才会有”得到证明。 

3.2. 课堂导入流于形式 

有效课堂导入需要一定的形式，但又不能流于形式。 
一是平时从不用，“关键时候”才用。有的教师平时从不使用课堂导入环节，甚至讨厌课堂导入，

只有在公开课、示范课的所谓“关键时候”才使用。 
二是为导入而导入。这样的课堂导入表现为不注重选材与问题的关联性，或只注重过程，而忽视了

结果[4]。案例 1：某教师在讲《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第三框“民主管理：共创幸福生活”时这样导

入： 
教师：先播放“村长”的土味广播(语言幽默风趣，但时间较长)。再展示背景材料：2020 年春节，

面对新型肺炎冠状病毒疫情，各地村长们借助小喇叭的作用，号召村民“不走亲访友”……河南几个村

长被誉为“硬核村长”。 
教师提问：我国农村、城市实行基层民主自治的机构是什么？村民是如何通过基层自治组织行使民

主管理权利？ 
学生交头接耳，沉浸在看视频欢乐中。但面对教师的提问，答不出所以然来，与老师期望的答案相

去甚远。这与老师所选问题与选材之间的密切程度不够有关。 

3.3. 课堂导入方式不当 

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对内容又具有反作用。恰当的课堂导入方式方能收到理想的效果。课堂导入

过程中，涉及到材料的呈现(展示)方式、教师的设问方式、材料展现与问题抛出之间的先后关系等问题需

要处理。课堂导入方式应该与学生的认知心理、知识水平、风俗习惯密切相关，才能取得良好效果。从

案例 1 可以看得出来，教师没有科学合理安排导入素材与问题之间的先后顺序。如果是先提出问题，让

学生带着问题观看视频。学生观看目的明确，容易做到心中有数，就能够取得良好导入效果。 

3.4. 课堂导入选材不当 

课堂导入选材不当，主要表现为所选导入材料与本节课教学目标不直接关联。 
案例 2：某教师在讲《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第四框“民主监督：守望共同家园”时，这样导入： 
教师：武汉疫情严控之下，一位黄姓女士从武汉女子监狱刑满释放后，由其家属驾车接到后，2 月

22 日凌晨 2 时进入北京。2 月 23 日 19:00，黄女士因发热由急救车转运至东城区普仁医院，第二天被确

认为新冠肺炎病例。武汉“封城”至今尚未解除，北京防疫严格。黄女士是谁？如何出的武汉？如何进

的北京？一时间，有关“黄女士”的身份猜想众说纷纭。请问：这个案例给我们什么启发？ 
学生：……一脸茫然 
看到此情况。 
教师：监督重要不重要？ 
学生：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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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教师选择的材料贴近热点话题，虽然与“守望共同家园”直接相关，学生能够从黄女士到北京

联系到与管理、道德、法律相关，但几乎难以通过内容联系到接下来要教学的内容“民主监督”——公

民监督权。这样的导入，难以达成教师设想。 

4. 影响高中政治课堂有效教学导入的原因 

影响高中政治课堂有效教学导入的原因有许多，包括教师的教育思想、观念及自身素质等[5]。 

4.1. 教师对课堂导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教师是教学内容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其教学理念、教学行为会直接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和知识掌握程

度产生重要影响[6]。某中学部分教师忽略课堂导入环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课堂导入的重要作

用。有的教师认为，高中比初中阶段教学任务更重、升学压力更大，花时间在导入上是浪费时间，不值

得，不如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讲解重难点知识和做习题上；有的教师认为，课堂导入加重教师负担，增加

备课工作量和难度。 

4.2. 教师对课堂导入的教学方法把握不好 

有的教师说，我也想使用课堂导入环节来提高对学生的吸引力，奈何总是用不好。这跟方法有关。 
有的老师说，把握不准课堂导入的目标，导致导入选材不当。课堂导入的教学目标，一是符合教学

目的；二是符合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三是具有针对性、新颖性、趣味性、简洁性；四是符合学生的实际

情况[7]。教师对导入目标的把握是否科学将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效果。进行导入设计时，教师因为对

教学目标把握不准确，出现选取的导入材料偏离教学内容、新旧知识不能衔接、课堂缺乏针对性、难度

高于学生实际水平等问题。 
有的老师说，学生总是回答不了自己课堂导入过程中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久而久之，就放弃使

用导入环节，直接讲授新课了事。 

5. 提高高中政治课堂导入有效性的对策 

一堂成功的高中政治课堂导入需要设计，使之具有针对性、新颖性、趣味性及简洁性；需要遵循导

入的目的性原则、启发性原则及关联性原则，而这些都有赖于教师对课堂导入的把控。具体到某中学政

治课导入的有效性，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5.1. 加强课堂导入相关理论学习，提高教师对课堂导入环节重要性的认识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通过加强对课堂导入相关理论的学习，能够使教师更加明白“磨刀不误砍柴工”

的道理，纠正课堂导入是“浪费时间”“不值得”等错误认识，为自觉应用课堂导入奠定理论基础和思

想基础。 
首因效应理论的学习。首因效应是指人们在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新事物时，对它拥有的第一印象，该

印象会对新事物今后的认知或评价产生固有的影响，这种印象的好坏则取决于首因的优劣。课堂导入环

节设计得成功，给予学生良好的第一印象，学生就能主动地从导入内容开始对本节课要学习的内容不断

思考和探索，这样的学习态度会对本节课后需要学习的内容及学生灵活运用、把握知识产生积极的影响。 
先行组织者理论的学习。奥苏贝尔的先行组织者理论是指在安排学习任务前给学习者呈现出引导性

材料，“它比接下来要学习的新材料具有更高的概括程度和更高的统摄性，学习者利用这一材料来同化

新的学习材料”[8]。先行组织者理论的运用需要教师在准确把握教学目标的基础上选好材料，使之成为

学生头脑中已有的知识框架和新知识之间桥梁，有效地进行知识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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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加强课堂导入方法指导，提高教师运用课堂导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一，帮助教师把好课堂导入素材的选取关 
课堂导入要在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维目标指导下进行设计。课堂导入素材的选用应该

坚持几个原则： 
1) 贴近学生实际原则 
好的课堂导入素材一定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起他们兴趣。只有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能力实际、

文化传统实际，才会引起学生的共鸣，学生才会跟着老师的思路和节奏。 
2) 与教学目标直接相关原则 
明确课堂导入是为实现教学目标而服务，即导入环节就必须具有针对性，以落实教学目标为基准，

不能脱离教材内容和教学目标。否则课堂导入变为一张皮，为导入而导入。 
第二，帮助教师把好课堂导入的方法关 
为什么同样的素材，不同的教师使用会出现不同的效果？这与方法是否妥当密切相关。课堂导入方

法因人因时因教学内容而异，但具体到某中学政治课教师，我们认为选用以下方法时应该要注意： 
1) 在使用情景导入法时，要正确处理提出问题与素材展现的先后关系。按照学习认知理论，学习目

的越明确，学习效果就越好。所以，教会教师使用素材，尤其是当素材内容较多和较复杂时，如视频较

长、人物较多、事件较复杂的时候，应该先明确向学生提出与新课教学内容相关的问题，再向学生展示

相关素材，切不可把二者之间的先后关系倒置。 
2) 在使用温故导入法时，要正确处理好师生之间的主体关系和学生说与做之间的关系。如回顾上次

课的重点内容，老师和学生谁来说更好？总原则应该是能让学生说的，老师应不说或者少说，因为学生

说比老师说更能检查出教学效果的真实状况，也更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关于学生说与做的问题，能

让学生说做结合是最理想的状态，当二者只能选其一时，应该把学生“做”放在首位，例如用做练习来

巩固知识比背诵相关知识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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