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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坚守思政教学的人文性
——评《思政教学的人文力量》

教育，究其本质是对人的教育。但是，我们教育工

作者却往往忽视了“育人”的责任，在不断强化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同时，放弃了对“人”的教育。而教育一旦

离开了“人”，其意义也不复存在。当今教育，重理轻

文。重科学轻人文的现象极为突出。这种急功近利的行

为，严重消解了教育的人文属性。在此背景下，如何开

展人文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是时代给我们提出‘

的崭新命题。

戴晓华在《思政教学的人文力量》一书中深刻诠

释了人文教育的内涵，阐述了高中政治课程中人文教育

的理念与实施策略。认为人文教育应注重对受教育者人

性境界的提升和健全人格的塑造，其本质是人性教育，

其核心是塑造人文精神。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整合多

种途径，运用各种方法，培育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情

怀。

在思政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要注重教学方法的选择。结合思政教育的特征，选择情感

教学的方法，用人文教育的魅力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课堂教学还应重视

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努力创建和谐民主，具有人文性的思想政治课堂。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人文知

识传授的有效性，学生主体的积极性，以及教学成果的显著性。

思政教学还应构建思想政治课堂的人文方向。作者指出，建构人文教育方向要秉承四项原则，

即“融人生活与知识学习相统一的原则”； “牵动思想情感与实现知行转化相统一的原则”； “发挥

学生个性与培养创新精神相统一的原则”； “实现人文教育的过程与质量相统一的原则”o这四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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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能够增强人文精神在思政教育中的地位，从而实现人文力

量对思政教育的反拨。

最后，作者肯定了有效整合教育资源，提升教师素质对

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积极作用。建议以多元教学观为指导，

开设拓展课程和研究性学习，以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培养

创新精神。这些多元化的思路和方法为充分发挥思政教学的

人文力量，全面提升学生人文素质提供了有效途径o

(洪黎／重庆科技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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