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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思政课沉浸式教学的路径探索
◎ 林 炜（福建省武平县第二中学，龙岩 364300）

摘要：沉浸式教学法是一种“走心”的有效教学方法，将其运用到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是落实新课程标准的

需要，是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的应然，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培养学科核心素养的需要。结合教学实践，探索了沉

浸式教学法在高中思政课教学中应用的措施，从通过情境激发沉浸、依托活动促进沉浸、借助语言助推沉浸、利用情

感引领沉浸等方面，探讨了其在高中思想政治课中的具体应用，为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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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

年修订）》中提出，“要针对高中学生思想政治活

动和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可塑性，着力改进教学方

式和学习方式。”为此，需要教师针对学科课程性

质和学生实际，在教学情境、教学方法、教学形式

等方面不断创新。然而在教学实践中，不少教师

却忽略了思政学科知识的掌握是一项细水长流的

“慢”工程，忽略了学生素养的养成是一项循序渐

进的“慢”工程，认为知识的掌握可以靠短时间的

死记硬背和突击刷题达成。其实，政治学科的课程

性质和特点决定了教学时更需要创建沉浸式的教

学，加强对“走心”教学的研究与实践，引领学生

融入真实的社会生活，放慢脚步探寻知识的意蕴，

真正静心看、慢慢学、细细品。

沉浸式教学法是指一种追求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完全投入的教学方法。在这种教学法的引导下，

学生“沉浸”在特定的教学环境中，全身心投入，

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积极的学习体验，从而达到高效

的学习目的。其实质是人们的一种“走心”状态，

主要用来强调教与学的专注状态。用心理学术语表

示，这种状态其实就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通过积

极的学习活动而达到的巅峰体验。从学习的角度来

看，思政学科作为以理论性与思想性见长的学科，

在教学过程中要将形美、理通、意达有机统一，实

现理论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特别需要学习者

积极的“走心”状态与真实的巅峰体验。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中如何应用沉浸式教学？结

合教学实践，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通过情境激发沉浸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具有学科内容的综合性、学

校德育工作的引领性等特征，是一门理论性较强

的学科。高中生缺乏生活阅历，缺乏真实的生活体

验，缺乏理解问题应有的抽象思维，因此教师要积

极创设契合学生真实生活的教学情境，积极架构教

学情境与生活体验的桥梁，把抽象、深奥的理论借

助情境与体验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知识。这既是提高

教学实效性的重要手段，也是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改

革的重要教学实践形式。情境浸润作为浸润式教学

的重要实施方式，是在教学过程中依据高中思想政

治课的教学目标和内容，积极创设特定的教学情

境，渲染融洽的教学气氛，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

化，在此基础上用“有情之境”唤起学生潜在的学

习欲望，凝聚学生的注意力和思维力，并使其成为

一种强大的持久的学习内驱力，促使学生的学习活

动达到最佳状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作

用”是必修一第四课第三框中的重要学科概念。这

一学科概念内容理论性强，离高一学生的生活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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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教学活动相对较少，学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

针对教学内容和学情实际，我采用多媒体技术突破

这一难题，设计了“国庆街头采访·市民表白祖国”

这一富有代入感的情景。视频中呈现本地市民国庆

期间街头的各种访谈和相应的文字说明，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本地人民群众生

活的影响，直观、生动地呈现在学生眼前，把相对

深奥的知识对接学生的现实生活。看到视频中不

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乡村的人对祖国的深情表

白，学生深有体会，深有感触，再联系自己的生活

实际，很容易感受到，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生活的

各个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高，感受到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给人民带来的获得感，在此

基础上也就顺理成章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作用”。

这种情境设计使教学内容更具体、更直观、更

生动。情景、形象、声音等多维有机结合，使学生

沉浸其中，有效地激发学习内驱力，增强课堂的活

力与张力，政治认同素养的培养也实现了“润物无

声”的效果。

二、依托活动促进沉浸

有效的课堂教学需要有效的教学活动来支撑。

思政课作为活动型学科课程，要求教学中基于学科

的内容，通过课堂教学活动来促进学生学科知识的

掌握及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长期以来，囿

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在学生眼中，高中思想政

治课是一门理论性强、内容繁杂、课堂氛围严肃的

学科，以至于思政课堂总是出现“这里的黎明静悄

悄”的现象。活动浸润教学方式作为活动教学的一

种新型教学形式，能有效改变这一现象。这种活动

教学不仅能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学生通过合作

讨论、试验论证等形式获得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并

形成相应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社会责任感，还能为教

学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资源、更真实的情

境，拓展与深化思政课教学的形式。

“市场调节机制”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学习内容中的重点，虽然学生对市场

已有一定的认识体验，但由于学生没有对价格与

供求相互影响的知识储备，要理解这一知识点有

一定难度。为此，教学中要结合生活实例，引导学

生在活动中去理解、掌握。在该知识点学习时，我

结合学校门口商业街奶茶店转让的实例设计议学

活动：看到学校门口的商业繁荣景象，几位大学毕

业生准备接盘投资奶茶店。由于资金不够充裕，他

们决定向银行贷款，需要填写项目评估书，其中一

项是投资项目的支撑性理由。由此教师让学生商

讨投资奶茶店的理由并展示，引导学生把生活经

验上升到经济学理论。在活动中，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得到了充分调动，积极参与小组的商讨活动，其

自主学习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

了提高，且轻松而又印象深刻地掌握了市场调节

的具体运行机制——供求、价格、竞争等相关经济

学知识。

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采取活动浸润方式，让

学生沉浸在活动之中进行思维的积极扩张和深度

延展，真正做到有所动、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得，

达到思维、知识、能力、情感四者的有机统一。在

丰富教学形式的同时，又加深了学生对市场经济的

认识与理解，增强了市场竞争意识，培养了辩证思

维能力。

三、借助语言助推沉浸

语言是人类心理活动成果的主要载体，是思想

情感的物质外壳，是社会交际的主要工具。一节成

功的思政课，不仅要从内容、方法上体现，还要从

教学语言上体现，用语言来“粘住”学生的心。“粘

心”的语言浸润方式，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借助语言

这一教学载体，使学生沉浸于课堂教学过程的一种

有效教学方式。思想政治教师要通过具有科学性、

启发性和教育性的教学语言，把抽象的概念或者原

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和呈现，使学生在富有

吸引力、感染力的教学语言引导下进入沉浸状态，

获得对相关知识的感悟和升华。

“方向决定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综合探究是

必修一整本教材的归宿，起到总结和提升的作用。

本课时的综合探究没有特别需要掌握的必备知识，

主要是通过探究让学生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培养政治认同、公共参与等

学科核心素养。针对教学内容实际，我设计了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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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和畅想“中国强”两个活动。在畅想“中

国强”环节中要让学生明白，祖国的强大离不开每

一个中华儿女的踔厉奋发，于是用多媒体展示了

2021年 7月 1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

年大会上青少年的铿锵表白。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今天，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紧贴着祖国的心房。

今天，我们歌颂人民英雄的荣光，见证如他们

所愿的梦想。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走过百年、

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

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新的百年，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同心向党，奔赴远方。

…………

教师把这些话饱含深情地念了一遍，然后问：

“同学们，我们要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让我们

生活在伟大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思考我们能够为祖国做些什么。” 教师借助

抑扬顿挫的语调和富含情感的语言展现了感情的抑

扬，有力地表达了爱国主义的情感。学生在教师充

满情感的语言中，带着浓浓的爱国情和报国志进行

积极的思维活动，思考新时代的我们每个人该为祖

国做些什么。在思考过程中，政治认同、公共参与等

学科核心素养也得到落实和内化。

四、利用情感引领沉浸

情感浸润方式是指利用情感这一非智力因素

进行教育教学的有效方式。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

林斯基认为，“教学如果不是传授和学习知识的过

程并同时是塑造人性、培养信念、意志、感情的过

程，这便不是成功的教学。”这启示我们，新课标

理念下开展高中思想政治课沉浸式教学，教师要

充分利用情感的感染性特征，深入挖掘教材内容

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元素，以材料之“情”引学生之

“感”，促进教学由知识育人走向价值育人。但在传

统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往往忽视教学中的情

感因素，把富有生机活力的教学狭隘在固定的知识

框架内，阻碍了学生从中获取知识，感悟知识，升

华素养。因此，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要把知情意融

合统一，用情感驾驭课堂，用情感浸润课堂，用情

感升华课堂，使情感成为思政课教学特有的灵魂，

激发、引导和调节学生的学习活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靠保证”是必修三

第四课第二框的主要内容，主要从国家的对内对外

职能角度阐释。这部分内容知识点理论性较强，生

活气息不明显，常态化的教学方式难以彰显学科

的价值引领，也难以有效达成情感的内化与升华。

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入情、动情、悟

情、化情，在与教材内容“密接”中探索其内蕴的

思想、价值和意义，是教师面临的最大挑战。教学

中，教师利用《中印边境冲突》视频引导思考。

（1）人民军队是如何履行国家职能，捍卫人民

民主，坚持对敌专政的？

（2）视频中的陈祥榕是我们福建籍的烈士，牺

牲时年仅19岁。2020年5月初，外军越线寻衅滋事，

李确祥和陈祥榕等紧急前去处置。李确祥问年轻的

战友：“要上一线了，你怕不怕？”假如你是陈祥榕，

你会如何回答？

这种“贴近学生、贴近情感、贴近心灵”的情

境化、活动化、情感化的学习活动，让学生沉浸其

中，与思想对话，与心灵交锋，在真切感受教材知

识的同时，不断丰富自身的认知体验，激发心灵与

思想情感的共鸣 , 实现知、情、意、信、行的统一，

加深了对“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理解。

“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有韵味的高中

思政课润物无痕，集时空、技术、知识、人物、情

感等于共同场域，把情境、活动、语言、情感融合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以情境激发，以活动依托，以

语言助推，以情感引领，营造知识、心灵、思想三

者融合的沉浸场域，在沉浸中实现“理通”与“意

放”，“深思”与“意化”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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