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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最近在多所学校听课，发现部分政治教师在如何处理教材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是死抠教材，一段段、一句句挖，不是知识点硬要作为一个知识点。如：某老师在苏
人版教材九年级第４课第１课时《生活处处有合作》教学时，教材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人是社会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每个人的成长、发展以及各种需要的
满足都离不开与他人的交往和合作。乐于合作、善于合作，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一种基
本素质。”其实，这只是教材开头的序言，不是知识点，而该教师硬把它作为一个知识
点，板书为“１．合作的原因”。

其二是照搬教材，教材写什么就教什么，怎么写就怎么教，写到哪里就教到哪里。
如某老师在苏人版教材七年级第１４课第２课时《人类生命的独特性》教学时，设计如
下：一、生命的奇迹：生命的产生、种类；二、生命的特点：１、宝贵性２、独特性；三、如何对
待生命１、人类：对自己（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对他人（感恩、关爱等）２、其他生命：保护
资源和环境。这种罗列教材标题的教学设计逻辑关系不顺，学生很难发现知识之间的
内在联系，很难学会思考分析问题的路径。

其三是误读教材，概念理解、问题分析上出现科学性错误。如某老师在人教版高一
《经济生活》第四单元第１１课《面对经济全球化》教学时，在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时，教材上有这样如此表述：“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该教
师列出一知识点：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什么？然后对学生分析：实质是发达国家主导
的，这其实是对教材的误读。教材要说明的是发达国家由于经济科技的优势，主导着经
济全球化的趋势和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其实任何教材由于难以及时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政策，总是
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又由于难以关照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教学实际和不同学生群体的
学习需求，总是缺乏一定的多样性和选择性；同时因编写者风格和水平的差异，也会存
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如叶圣陶所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同样，政治课的教材
也无非是个引子，是个蓝本，是一种教学资源。

那么，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教材呢？笔者认为还是采用这一经典的方法：基于
教材同时超越教材。

基于教材是必须的，那种抛开教材另搞一套的极端做法是错误的。因为教材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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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专家、教学行家依据课程标准和学生认知特点研究开发的，充分体现了课程的性质和
基本理念，正确阐述了课程标准所要求的知识、方法和基本思想，在教学资源中最具科
学性、权威性，是其他任何教辅用书、参考资料所不可替代的课程资源。基于教材，首先
要紧紧抓住教材所反映的基本思想、精神实质；其次正确把握教材对知识与方法进行分
析阐述的关键点、关键词；再次，深入领悟教材分析问题过程中体现的辩证方法、思维方
式。

而超越教材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对逻辑结构的调整，对知识内容的增删，对问题
分析的修正，对现实材料的更新。要理清目标内容—几个知识点、每个点哪些知识要
素？可对教材内容有增有删。建立逻辑结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思路清晰，结
构合理，可对教材逻辑结构作调整。把握教学重点—重点知识、重点要素、重点事实，主
要观点、关键词语。如在前文提到的《人类生命的独特性》教学时，可以作如下设计：一、
珍爱人的生命１．为什么要珍爱人的生命：人的生命的独特性；是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
责的表现。２．怎样珍爱人的生命：维护生命的安全，体现生命的尊严，享受生命的意义，
创造生命的价值。二、善待大自然的生命：原因、要求。这样的处理一方面把握了教材的
精神实质，另一方面对教材逻辑顺序做了很好的调整，并对教学内容作了系统思考和深
层次的拓展，有助于引领学生学会思考分析问题的路径和方法，有助于学生以此导行践
行。

总之，教师在面对教材进行教学设计时，要正确把握知识和问题的基本精神，抓住
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要理清问题分析的思路和要点；要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要有
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要有自己的创意和话语，这样的课堂才能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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