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教法�增强
思想政治课的实效性

■ 孙国荣

　　长期以来�政治课上仍然沿袭着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滔
滔不绝地讲四十五分钟�学生被动地“学”四十五分钟。具体
地说�是老师辛辛苦苦地备课�讲解�希望能将知识灌输给学
生�但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没有参与和思考的主动性�属
于盲动地“接收”知识�“收”而不能“知”、不能“用”�有效输入
信息量甚少�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这种陈旧的教学方
法实际上存在着重学校教育、轻社会教育；重教师主导作用、
轻学生主体作用；重知识灌输、轻养成教育；重群体教育、轻个
体教育；重课堂教育、轻社会实践等诸多弊端。为了彻底根除
以上弊端�在教学实践中我做了一些尝试和探索：

首先�结合教科书的内容�有针对性地增添了许多现实生
活中活生生的社会现象和事例�使书本中抽象的理论知识与
生动形象事例相结合。这样学生不仅能够识记知识�而且加
深了对知识的理解�并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实际问题。比
如：在讲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
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时�让学生观看有关
反映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差异的录像片�学
生们印象深刻。然后组织学生分组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只有
让西部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真正理
解了党和国家所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达到了教育的
目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其次�想方设法让学生活起来�动起来。比如�在课堂上�
我鼓励学生谈自己的生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当众提
出来�然后发动同学们一起“会诊”�从课本中寻找“药方”。在
初一讲授“诚实信用”时�我从学生生活中常常遇到的问题入
手�比如：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短斤少两现象、人际交往困难
等�和学生一起分析“诚实信用”这种品格的重要性和缺少这
种品质的危害性�同学们讨论热烈�提出了许多实际问题�并
一起研究解决的方法。采用活动课、讨论课等灵活的形式�使
原本枯燥的理论说教变得生动有趣。

再次�注重个别教育。教学中我坚持“因材施教”�针对不
同生活经历、性格气质的学生�进行多侧面、多样化的教学。
比如有的同学因学习成绩较差十分苦闷�我就帮其分析原因�
在课堂上只要举手就给其发言的机会�即使回答错误�也是用
激励性的语言进行鼓励�决不挫伤其积极性和学习的热情。
有的学生反应较慢�一时无法理解教材中的内容�我就利用课
间或自习课的时间对其进行个别辅导�直至学生能够真正理

解所学知识。只要学生通过努力有了一点进步�我就会在全
班进行表扬�决不吝啬表扬和鼓励�我相信�有付出就一定会
有回报�只要学生从点滴做起�最终一定会取得好成绩。
　　最后�重视教学方法的灵活性。长期以来都有很多人在
研究教学方法�有的已经形成模式加以推广�如：目标教学�尝
试教学�暗示教学等等。这些方法的确有它的科学性和可行
性�是教育专家们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精华。但
是�在教学中推广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却常常出现“一刀切”
的僵化生硬的做法�使得这些原本好的方法失去了它的生命
力。原因何在呢？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没有从实际出发�违背
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忽视了教学的实效性。在教育
教学中�地域、校情、学情、教材、学科、教师自身特点等多方面
都存在差异�单一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会抹杀教育教学个性
化的发展�教学方法应该是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所以�我
在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中�一直坚持做到各种教学方法吸
其精华�去其糟粕�教学设计因内容而异�因人而异。每一部
分内容的特点不同�教学方法就不同；学生的思想水平和学习
基础不同�教学方法也不同；同样�教师的个性特点不同�教学
方法也不同�教无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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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要不断增强自己的

非权力性影响力

■ 李志刚

　　随着中小学校长负责制的实行�中小学校长将拥有相当
的人权、财权以及学校其它各项工作的决策权、指挥权。这对
扩大学校的自主权�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但是�校长权力的强化�不等于实现了学校的有效管理和
成功管理。现代领导科学认为�权力并不等于威信�但权力的
实施�则必须借助于威信。在一定程度上讲�脱离了威信�权
力常常是一种主观意愿布局而已。这里所说的威信�是一种
非权力性影响力。

所谓非权力性影响力�是指由领导干部良好的学识志向、
心理品质和道德品质所产生的影响力。它虽然没有权力性影
响力那么明显的约束力量�但却能发挥权力性影响力所不能
发挥的作用。它可以使教职工从心理上产生信服、敬佩、爱
戴、亲密等增益性和情感�从而形成学校群体的向心力和凝聚
力�并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与领导同舟共济、荣辱与共。

构成非权力性影响力的因素�主要有品格、才能、知识、情
感等方面。校长无疑应从这几个方面要求自己�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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