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政治论文获奖 高中政治小论文优
选(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高中政治论文获奖篇一

什么是积极教育 ? 积极教育的实效性怎样 ? 高中政治课堂
教学应用积极教育的实际情况怎样 ? 当前高中政治课堂教学
应用积极教育的积极因素、障碍因素及原因有睇些 ? 积极教
育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深入运用的策略怎样 ? 这是本文的
总体思路。本研究在广泛搜集、认真阅读积极教育和高中政
治课堂教学相关资料的基础上 , 运用文献资料研究、实践体
验与调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等方法 , 对积极教育在高
中政治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全文分为
五个部分 :

第一部分 : 绪论。对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
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分别做了说明。

第二部分 : 积极教育和积极教学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论述。
本部分主要介绍了积极教育的内涵、实效性、积极教育与消
极教育的关系 , 以及高中政治积极教学的理论定位。

第三部分 : 高中政治积极教学的实践模式实录及其分析。以
典型教学实例 , 展示当前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落实积极教育
的表现及其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本部分主要通过
一节高三复习课呈现了积极教学的实况 , 并进行了成效和存
在问题的展示分析 , 为第五部分的应用策略奠定了基础。



第四部分 : 推进高中政治积极教学的障碍因素及其原因。从
实践模式出发 , 在更大范围内观察分析实施高中政治积极教
学的不利因素及其原因所在。

第五部分 : 高中政治实施积极教学的策略。本部分主要从三
方面提出了积极教育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 建
立积极取向的教学准备策略 , 努力做积极进取的教师 , 培
养积极的学生 ; 推行教学内容的取舍策略 , 教学方法的多
位互动策略 , 发展方式的转变策略等教学实施策略 , 同时
努力建立多元反馈的反思策略。

高中政治论文获奖篇二

怀着激动的心情，早早地准备好我那可以装“百宝”的单肩
包……迎接武汉之旅。

甚是满心欢喜的我们，带着手机或是照相机踏上了去武汉的
客车，高速公路上的我们，谈天说地，就算看到人家种的常
见的油菜花都会一惊一乍。你看他们一个个的满面春风，终
于摆脱了学校那紧锢的生活，比平时活跃了好多倍。

接着，我们又启程去武汉大学，路过东湖，这一眼望不着边
的湖啊。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感谢大自然赐于我们如此
美妙的“天方夜谭”。导游一路上不歇气的为我们讲解，我
们一会儿“啊”，一会儿“哇”，一车喧哗。到了武汉大学，
这一百多年历史的大学啊！虽然失去了当年的光泽，但那种
好读书的气息扑面而来。高高的楼层，奇美的樱花，既多又
茂，堪称得上是皇家园林！一路上相机的声音“啪啪”直响，
快乐的脚步在路面上“噔噔”流淌。到了这个樱花甚多的地
方，我只能想到一句：“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
闻？”美得迷住了我们的“童心”，忍不住去摘，没有闲暇
去，也没有时间去，细看樱花的细微末节，细看它是如何经
典的傲在枝头。



游览了很多地方，到了中午自然又累又饿，男孩们不顾绅士
风度，女孩们不以淑女之行，奔进餐馆，他们那一个个就像
饿狼扑食，当然也是饥不择食，看着他们的憨样子，我真心
笑了。

下午我们进入了宏伟的博物馆，“上跳下蹿”了一番，带着
欣赏的目光，走着喜悦的步伐，感叹着历史留下的无价遗产，
留下的岁月结晶……时间过得好快，又要离开这充满古味的
博物馆。车子驶向了汉口江滩，听说那是观赏洪水的好地方。

这，是我们的武汉之旅；这，是我们的精神之旅。

高中政治论文获奖篇三

哲学是一门复杂的抽象的学科，在高中阶段学习哲学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论，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重要的
意义，但是，哲学知识比较抽象，而且在高中政治中占有
近40%的比重，因此，成为高中政治学习的重难点，要提高学
生对哲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必须建立高效的政治课堂。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高效课堂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包含极为复杂的理论知识和基于实践的经
验的总结，因此，在高中政治哲学课堂中，要提高学生的整
体的哲学素养，就必须深度地剖析政治哲学知识中的重难点，
科学地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加强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知识
的理解和运用，能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在生活中分析和解决
一些实际的问题。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中包含有很多的重难点知识，这些知识就
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行反复的讲解，进行深度的解析，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在引导学生进行重难点知识的掌握
时，首先，应该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哲学知识理论体
系，即哲学包含有三大部分，分别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



论，并对三者的关系有准确的认识，其中唯物论和认识论相
对于辩证法的知识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因此，高中政治哲
学知识的重难点就集中在辩证法这一大块知识点上，这一知
识点包含有联系的原理、发展的原理、矛盾的原理、整体与
部分的关系原理以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原理以及内因与外因
这几大知识点。在这一阶段，重难点主要集中在矛盾分析法
这一哲学知识点上，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要对矛盾
这一知识点进行深度的剖析。首先，要引导学生掌握矛盾的
原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主
次矛盾原理、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
的原理。在了解这些原理的基础上，教师要着重对引导学生
辨析矛盾的主次方面和主次矛盾原理。首先，引导学生从内
涵上进行区分，主次矛盾是存在于复杂事务中的，而矛盾的
主次方面是同一矛盾中的两面；其次，从作用来看，在事物
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是矛
盾的主要方面；第三，要认清办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想问
题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即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哲学知识是来源于实践的，因此，学习哲学知识的最为主要
的目的就是用所学的哲学知识指导实践，在课堂中，教师就
要积极地将哲学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教师可
以选用生活中的小故事进行讲解，也可以选用一些寓言故事
进行相关理论的分析，或者是联系形势与政策中相关的知识
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哲学理论知识点。如教师可以就最新
一期的地质学报刊载封面文章（英文版）介绍到的我国科研
人员首先在自然界中发现金属铀，这一发现对核能原料的研
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自然界没有金属
铀，最新一项研究打破了这一惯常认识，教师可以结合这一
时政信息，来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的认识论知识。此外，还可
以结合我国提出的要打造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由大到
强的转变，创新是关键，质量是根基。这一时政新闻让学生
掌握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同时，还可以用讲故事的方
法来帮助学生理解哲学知识，如，古时候有一位父亲，买了
一只猫来解决鼠患，但是鼠患缓解的同时，猫也偷吃了鸡，



他的儿子很生气，父亲告诉他，没有鸡我们不会挨饿受冻但
是没有猫却会，他的儿子就不再抱怨了。通过这个故事，让
学生理解矛盾的相关知识。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学生是否掌握了一定的
哲学知识不是学习哲学最为重要的目的，学习哲学的最终目
的就是可以用所学到的哲学知识紧密地联系生产生活实际，
能够分析和解决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政
治哲学课堂中进行多角度的引导，让学生树立起用哲学的观
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同时要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
维品质，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学以致用。首先，教师可
以在课堂中进行相关问题的提问，尤其是要以分析论述题的
形式进行，让学生对材料或者问题用哲学的观点进行科学地
分析，同时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其次，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实际的训练，如鼓励学生观察学校
的布局，班级规章制度的设置，学校整体的管理制度等这些
生活中的事物，对这些事物进行分析，找出合理的与不合理
的地方，说出理由，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通过这样的训
练，可以培养学生用哲学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
力。结语：总之，高中政治哲学课堂的高效构建需要教师和
学生共同的努力，在教学中，教师要针对学生难以理解的知
识进行深度的讲解，同时要注意讲解的方式，让学生真正地
理解，并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灵活地运用。要明白，哲学
是来源于生活又能够指导生活的，只有能够在生活中进行合
理地运用，才是真正高效课堂的体现。

高中政治论文获奖篇四

自主学习是一种自我导向、自我监控的学习方式。它是相对
于被动学习、机械学习、他动学习而言的。

有些高中政治教师在教学中缺少成熟的教学设计，缺少对课
堂的有效调控，任由学生兴趣牵引。不错，新课程提倡课堂
教学的自主性，尊重学生个性化的见解，鼓励学生勇敢质疑，



但是，教师的点拨、引导是不可或缺的，否则，自主学习就
变成了放任自流。

有些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的小组合作学习流于形式，不管需
要不需要，应该不应该，合适不合适，一概加以运用。

合作学习是新课程倡导的学习方式，但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
都适合，也并非每节课都要搞小组合作学习。对那些有利于
产生争论的、有价值的、方法多样的、意见不统一的、学生
思考会出现困难且个人难以完成的内容，小组合作学习才真
正有效。而在一些高中政治教师的观念中，新课程的教学实
践就应该组织学生分组讨论，不讨论就不足以体现出新课改
的理念。他们常常用小组讨论代替个体的独立思考，课堂教
学表面热闹，实则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有的高中政治教师从开始上课一直问到下课，课堂被得乱七
八糟，学生被问得晕头转向。

新课程理念注重探究学习，使学生善于从不同角度发现问题，
培养学生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从高中政治课
堂教学看，很少有学生提问。有的教师在教学结束时问学生：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师生皆
大欢喜，教学便宣告结束。学生没有提出问题，并不是学生
没有问题，而是因为教师没有注意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没有真正给学生提出问题的机会。因此，教师要给学生提问
题的机会，鼓励学生提问，在问题中探究，在探究中提问，
这样才能使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从而增强教学的
效果。

高中政治论文获奖篇五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xxx曾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



己的精神活动的时侯，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
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所谓联系，就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
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有直接联系。比如“人需要空
气”和“鱼儿离不开水”。事物在无中介作用的情况下，发
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古人云：藕断丝连。说的是事物在表面上好像断了，实际上
仍然联系着，这说明联系是客观的。“树欲静而风不止”。
说明联系的客观性。其客观性就好比太阳的东升西落，地球
的绕日公转。也就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客观事实。我们身边空气的变化就是联系的客观性有力
证明。联系的客观性要求我们，要从事物固有的联系中把握
事物，切忌主观随意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据客
观联系，改造客观世界，造福人类。如中国汉代以后建筑把
屋檐做成微微向两侧升高的飞檐。为的是“室始洞然”，使
雨流向远处，又有审美价值。

记得几年前，中国的北方地区发生沙尘暴，危及到了北京，
使得满城尽带“黄金甲”。当首都为此叹为观止时，而远在
朝鲜半岛的韩国人民却组织群众共赴中国西北地区植树造林，
以来防风固沙。你可能觉得韩国人太有爱心或说其真是杞人
忧天。事实上，现在中国的沙尘暴已经可以通过西北季风影
响韩国。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这说明了间接联系是指事物
和现象之间通过某种中间环节来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联系除了直接和间接，还有内部和外部、本质和非本质及必
然和偶然联系等。这说明联系是多样的。

联系的多样性要求我们要注意分析个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的
各种条件。总之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这是xxx联
系中国并分析其优劣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新中国的
重要哲学依据。



联系的多样性反映了联系的普遍性。当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
生大地震后，福岛核电站停电接下来就氢气爆炸，随后放射
性物质就泄露并进入江海、空气和土壤中。造成福岛当地居
民撤离电站周围背井离乡。也让世界各国把日本福岛的果蔬
及其产品拒之门外。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中国境内发生“抢盐
潮”，说是用来抗辐射。真是如由一中子引发链式反应。除
此以外还有2008年的由美国华尔街引起的金融危机，危机全
球，以致现在世界各国经济疲软，像希腊和意大利。这表明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与周围的其他的事物有着或这样或那样
的联系。种种联系交织起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没有一
个事物是孤立起来的，联系是普遍的。

所以，我们要多角度地、辩证地看世界，把世界看成一个普
遍联系的有机整体。

总的来说我们生活在普遍联系的世界中。当你在为一纸两用
的节约感到不屑一顾时，远在美洲的蝴蝶用它单薄的翅膀形
成龙卷风。这是有名的"蝴蝶效应"。蝴蝶一个举动造成是人
的一场噩梦。所以你要相信你的节约保护的是一片森林，林
中动物的生命，地球母亲一个“肺泡”。要相信世界也能因
小而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