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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课堂模式在高中政治课堂中的具体操作

张兴龙

渭南市尚德中学　陕 西　渭 南　714000

摘　要 ：任务驱动课堂模式是指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根据教师情境设置的问题，通过提前预习，查阅课本，辅导资料等，并

以此为基础进行小组交流、合作讨论、最终展示成果的一种方法。任务驱动法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最根本的特点是“以

任务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它的基本环节包括：以情境为依托、以任务为导向、以合作交流和探讨为方法、以

教师评价为改进。本文主要介绍高中政治课在任务驱动下的具体操作，它在任务驱动基本理论基础之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

创新。其主要包括七环节：预学反馈；目标再现；任务达成；课堂小结；目标检测；作业布置；预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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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驱动”课堂模式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作

用

1. 有助于提升高中生在政治学习方面的主动性

高中生是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因此在开

展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时，政治教师应关注到学生的主体

地位，从而培养学生在高中政治学习方面的主动性 [1]。

通过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引入“任务驱动”的教学模

式，可以调动学生对于政治知识学习的主动性，让高中

生以更加积极地态度投入到对政治知识的学习中。

2. 有助于培养高中生在政治学习方面的良好习惯

对于高中生来说，“任务驱动”的课堂模式也有

助于其提升自身在高中政治学习方面的良好习惯 [2]。

通过将“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应用于高中政治的教学

中，可以让学生在政治学习中逐渐形成主动思考、积极

探索的意识，从而不断加深自身对于政治知识的理解，

提高自身运用高中政治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有助于培养高中生在合作意识和交流能力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应用“任务驱动”课堂模式，

也将有助于高中生合作意识和交流能力的提升 [3]。通

过运用“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可以为学生提供合作探

究的机会，让学生在共同课堂任务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

合作意识和交流能力的提升。

二、任务驱动课堂模式在高中政治课中的具体操

作

中政治课在任务驱动基本理论基础之上，进行了

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其主要包括七环节：预学反馈；目

标再现；任务达成；课堂小结；目标检测；作业布置；

预习任务。

1. 预学反馈：

任务单是这种课堂模式重要特色。教师课前发放

自己预先设计的教学任务单。根据学生完成任务单情况，

教师了解学情，重新调整教学目标，这就是预学反馈和

目标再现。教学目标不是根据教师设计制定的，而是在

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之后，参考课程标准，考试大纲等

制定的。它对于过去的教学来说更具有针对性，避免了

教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2. 目标再现、任务达成：

教师把调整了的教学目标，再次以情景任务或者

问题的形式推送给学生，发挥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教

师采取情景方式推送任务，目的是帮助学生对任务的了

解，启迪学生、引导学生最终解决问题。教师不直接告

诉学生结果，而是引导学生从一定的渠道搜索，让学生

体验获得知识的过程，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同时，

倡导生生交流，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补充、修正和加

深每个学生对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也是课堂的主体，

主要通过学生自主探究，教师引导，完成课堂教学，这

是任务达成环节。

3. 课堂小结、目标检测：

当学生完成任务达成以后，也意味着这节课主要

教学任务完成。下来，教师组织学生总结本节课的收获，

这便是课堂小结。针对这节课学习效果，教师通过设置

针对性的习题进行知识的巩固和消化，也是对课堂效果

进行评价的环节。

4. 预习任务：

引   言 ：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

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我校政治教师在任务驱动基本理论基础之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其主要包括七个环节：预学

反馈；目标再现；任务达成；课堂小结；目标检测；作业布置；预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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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检测以后真正意味着本节课的结束，但作为

教师并不能给学生学习留下空档，除了布置课后作业以

外，通过问题导入方式，让学生了解下一节课的内容，

也给学生复习新课提供了方向。

政治组同志在采取“任务驱动七步”课堂模式时候，

它对学生而言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政治课的浓厚兴趣，

培养他们独立自主，用于开拓新知自学能力。学生成功

展示一个任务，就会增强自己的自信心，更加发挥他的

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它对教师来说也能改变

过去传统式的“满堂灌”，忽视了学生主体地位。以任

务为主推动课堂教学的这一教学理念，从改变过去以师

为主“满堂灌”模式为学生交流、合作探究、展示的新

教学模式；对于同一任务，不同学生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和解决办法，这一模式让学生真正发自内心的思考，在

不同观点切磋过程中也给新的课堂生成提供了条件；这

种课堂模式更能让课堂充满民主氛围，彰显个性，使课

堂真正活起来。

任务驱动教学法在政治课堂中具体体现：

主要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备注

预学反馈 科学设计，推出任务。 任务导学，自主完成。 在课前完成。

目标再现 根据反馈，调整目标。 展示预学，发现疑难。 用时 2分钟。

任务达成 根据情境，设置任务。 合作探究，展示成果。 用时 30 分钟。

课堂小结 回顾课堂，引导总结。 自主总结，用心梳理。 用时 2分钟

目标检测 精选试题，针对训练。 积极参与，学以致用。 用时 4分钟。

作业布置 立足当堂，提高素养。 准确记录，课后完成。 用时 1分钟。

预习任务 巧妙连接，引入新课。 做好笔记，提前预习。 用时 1分钟。

结束语：

总之，任务驱动课堂模式让学生获得一种学习的

方法，获得知识的不同途径。课堂中教师在不是权威的

代名词，在网络时代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学生通过更多

渠道获得知识，这时候只需要对所获得知识的完善和补

充。高中政治课堂中的任务驱动七步教学法提高了学生

学习政治课的兴趣，提升了学生的政治科成绩；对教师

来说，使得课堂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促进

了教师的专业素质，同时要求教师具有更高的课堂驾驭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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