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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初三年级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升学压力。同学们要想在有

限的时间里提高政治复习的效率，达到学习效果的最大化，

就需要掌握现代的学习方式，全方位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

日前，石家庄市41中的王国胜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针

对“如何转变学习方式，提高复习效率”的问题谈了自己的

认识。 王老师说，在当前全面推进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学

习方式的转变是新课程改革的显著特征。彻底改变传统单纯

的接受式学习方式，建立和形成旨在充分调动、发挥学生主

体性的多样化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

富有个性地学习，已成为新课程改革的核心任务。政治课的

学习不仅要求教师转变教学方式，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和实

践者更需要转变学习方式以促进整体素质的提高和个人潜能

的发展。 学习方式较之于学习方法是更上位的东西，两者类

似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学习方式相对稳定，学习方法相对灵

活。学习方式除了包括相对的学习方法及其关系外，而且涉

及学习习惯、学习意识、学习态度、学习品质等心理因素和

心灵力量。学习方式的转变对促进学生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讲，学习方式有接受和发现两种

。在接受学习中，学习内容是以定论形式直接呈现出来的，

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在发现学习中，学习内容是以问题形

式出现的，学生是知识的发现者。传统单纯的接受式学习方

式过分强调接受和掌握，轻视发现和探究，对学习效果评价



的标准是看你记了多少，而不是看你掌握了多少。这种学习

不仅不能促进学生自身的发展，反而成为学生自身发展的阻

力。转变学习方式就是要转变这种状态，把学习过程中的发

现、探究、合作凸现出来，使学习过程更多地成为学生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王老师认为

，在当前政治复习阶段，同学们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在复习态度上要实现“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 传统

的接受式学习过分依赖教师传授的现成知识，而对于知识的

来龙去脉学生缺少思考与感悟的过程，这就造成许多学生对

于政治知识感觉到枯燥无味，从而缺乏兴趣。现在有些同学

认为政治课只要把笔记做好就可以了，而对于课堂上老师所

介绍的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每一个知识点的生活背

景、社会背景却未引起高度的重视，这就使得政治课学习失

去了它应有的教育价值和意义。学生不能把学习跟自己的生

活、生命、成长、发展有机联系起来，这种学习长此以往就

会因缺乏内在的驱动力而变成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愉快的

享受和体验，学习的效果自然不言而喻。 例如，在复习“立

志成才、报效祖国”这一知识内容时，同学们可以提前收集

一些有关徐本禹、高明、许振超等人物的事迹资料，并对其

加以分析、整理，列出一些自己不明白的问题。同学们可以

试着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大学生志愿者徐本禹倾全力投身

于支教事业中值不值得？”“北大学子高明休学投身军营图

的是什么？”“许振超为什么被称为民族振兴的脊梁？”⋯

⋯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在课堂师生互动的过程中，同学们思

想上的困惑就不难解决。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探究过程中

，同学们就会明白当代青年应如何确定正确的成才目标，如



何在实际行动中奉献社会、报效祖国。 从对这一知识内容的

掌握过程看，如果大家单纯地满足于老师分析或者给出的结

论，而没有积极参与到这一学习过程中去，也就不会发现自

己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疑惑，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也就

不会产生共鸣。这种“我要学”的学习态度就是主动学习态

度，它是学生将学习的责任主动承担起来的表现，在这个过

程中学生自身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也得到了发挥与提高。 

在复习过程上，要实现由“依赖性”向“独立性”转变。 独

立性是新的学习方式必备的核心特征，也是成长中的学生心

理发展的显著特征，在学习过程中其表现为“我能学”。 当

在复习过程中发现问题，遇到障碍或者困难时，有些同学会

不假思索地采取“冷处理”，等候老师在课堂上讲解或者直

接让同学告诉自己现成的结论。这是许多同学依赖性的典型

表现。对于复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或者问题，有些同学认为

没有必要耗费时间去思考研究，这种观点看似合情合理，实

际上把学习过程中对知识的回忆、分析、比较、转换、推断

、整合、建构等环节抹杀了，在这里我们强调研究问题的过

程，如果这个过程不断地被跳过，学习的能力提高也就无从

谈起了。在政治开卷考试中，我们经常听到有些同学抱怨：

“这道题我怎么一点思路也没有呢？”“这道题涉及这么多

知识点怎样进行整合呢？”等等。这种抱怨实际上反映出依

赖性学习重结果、不重过程的副作用。 当然，学生的独立性

和独立学习能力是动态发展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就需要

同学们掌握一些提高独立学习能力的方法。一要全面辩证地

认识和了解自己，寻找好“切入点”，趋优避劣。要根据自

己的实际学习水平，阶梯式地提出独立解决问题的目标，在



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肯定自己，激励自己。不能“一口吃个大

胖子”，防止“恨铁不成钢”，步入极端；二要学会不断总

结，不断积累独立解决问题的经验。独立解决问题就要发挥

学生自身的主体作用，独立自主地通过信息的收集、整理、

分析加工，从而单独完成学习任务的行为。在这里并不排除

他人提供的帮助，但这种帮助应该仅仅是为“我”解决问题

起引导作用。总之，学习过程中独立性的培养事关同学们能

否建立新的学习方式的关键环节。 在复习的实现形式上，要

实现由“单纯接受性”向“体验性、内省性”转变。 独特的

体验性是新课标“三维”目标之一，也是新学习方式最突出

特征。传统的教学过程以及受到考试出成绩的需要，人们往

往注重了学生知识的积累过程，而忽视了学生身心和人格品

质的健全与发展过程。所以，在政治课学习过程中，同学们

应用身体各种感官去参与、去经历，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

充分利用现今思想品德课教材活动性、实践性、探究性较强

的特点，在听、说、议、评、做的过程中亲身经历、亲身感

悟，获得理性的体验。这种体验有利于纠正传统课堂学习中

“机械记忆、照搬照抄”的通病。 例如，对于总体小康的认

识和理解，同学们就可以通过自己家乡的现状与其他地区的

发展对比来思考、探究我国现阶段的总体小康是一种什么样

水平的小康。通过对比我们会发现，现在我们达到的小康是

低水平的、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不全面的小康。对自己家乡

的状况回顾就需要同学们调动自己的各种感官从多个方位感

悟自己家乡的状况，这种感悟会在与其他地区的对比中升华

为一种对自己家乡的责任感，对国家发展的责任感。由此可

见，在这种学习方式下，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政治知识，而



是主动探究与体验政治，并形成相应的政治情感。 总之，新

课程对学生学习方式的基本要求，不是掌握这一种或者那一

种具体的学习方式，而是以弘扬人的主体性、促进人的可持

续发展为目的，学会自主学习，实现自主发展。这是现代学

习方式的本质。同学们只有复习过程中，充分领会、运用现

代的学习方式才能在政治的复习中做到事半功倍，取得良好

的复习效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