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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实践与探索 
宿希云 

（山东省青岛市第五十三中学  266034）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深化，对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也更深层次的提到议事日程。笔者结合自身相关教

学经验，将教学思想整理成文字，浅谈如何培养初中学生的道德法治核心素养，以期对提高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教学水平贡献一臂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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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初中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关键阶段，因此其可塑性也较强，所以

教师也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对学生进行道德与法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培

养。因此，教师应在教学实践环节，利用创设氛围、课前预习、分组学

习、实践教学这四大基础环节的实践与探索，对学生进行核心素养的培

养。 

一、创设氛围提升人文素养 

随着新课改的逐步渗透，初中学生的核心素养提升问题，已经受到

相关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关注[1]。因此，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实践中，

教师应为学生创设氛围，将书本中的理论知识精髓进行提炼，并以其为

主题，进而对学生的人文素养进行提升。 

以《维护秩序》为例，维护社会的大秩序人人有责，教师应将引导

学生主动承担起维护班级以及社会秩序的责任，引导初中学生应从自身

做起，做一名维护班级或社会秩序的志愿者。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

课堂主动承担起维护课堂纪律的责任，对于违反课堂纪律的现象，应对

其进行纠错，对于情节严重者应对教师进行反应，并带动周围人对班级

秩序进行维护，从而使班级逐步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风气。而对于维护

社会秩序方面而言，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超市付款结账中发生的插队现

象、或者火车站候车过程中发生的插队现象进行劝阻，尽到自身最大的

力量，有一分光发一份热，努力让更多人遵守社会秩序。 

二、课前预习提升探究素养 

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教学主旨在于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为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样可以使学生成为一名具有较

高德育素养的人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学生只有具备一个良好的道德品

质，才会在其他学习方面具有基础性的素养，为其他学科知识的学习提

供良好的前提保障。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这种模式可以使

学生在正式上课前，就对教学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将自我不理解的

问题做好记录。这种“有备而来”的情况，可以增强学生的探究意识，

使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更有针对性的对不解问题进行认知，进而更

加深刻具体的理解消化这一知识点。 

以《服务社会》为例，学生在进行自我预习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服

务社会的概念方面存在一定的笼统性、模糊性的认知。比如，由于初中

学生受年纪制约，对服务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还不够完全清楚，因此会

对服务社会的具体内容有强烈的求知欲，相应的也就会将这一内容作为

预习重点问题进行记录，并期望在上课过程中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这

种预习模式极大的提升了学生的探究素养，而且学生带着问题进行听

课，也会相应的加深对课文内容的记忆，以及从更深刻的角度对内容的

引申思想进行理解。 

三、分组学习提升责任素养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教学课堂中，教师可以利用分组教学的模式，

对学生的责任素养进行提升[2]。分组教学是指教师按照座位纵列模式，

对学生进行分组性的课堂教学，这种生生之间的交流，可以极大激发学

生的责任意识，使学生产生学习的主人翁精神，同时也更有利于学生之

间的互相帮助，使学习氛围更加浓郁，进而更加促进道德与法治教学水

平的全面发展。 

以《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为例，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并在每

个组别中选取一名小组长，小组长的任务是助力教师来完成教学工作。

首先，教师应引导小学生懂得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个人利益与国家

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首先应放弃个人的利益，确保国家利益，只有这

样祖国才会更加繁荣富强，人民群众才可以更加安居乐业。同时，各学

习小组可以在本组内，以本节课的题目为主题，进行深入讨论，学生之

间可以各抒己见，也可以举出具体的牺牲个人利益，保证国家利益的例

子，以此来对本节课的教学知识点进行论证。 

四、实践教学提升创新素养 

实践教学方式较比理论教学更具现实意义，因此教师可以在引导学

生对理论知识进行学习后，让学生进行理论知识与实践运用的转换[3]。

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深入与校方合作的社区对学生的实践学习能力进行

提升，同时也可以引导学生在实践学习中，对道德与法治的部分教学理

念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提升学生的创新素养。 

以《关爱他人》为例，教师可以在课堂内，引导学生对本知识点的

理论知识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然后利用下一个课时，带领学生深入合

作社区中的敬老院，对孤寡老人进行慰问。这种行为虽小，但是却可以

净化学生内心，使学生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发扬下去。学生可以为老

人洗脚、剪指甲、培老人谈心。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想出更好的方

式来陪伴老人，给老人更多的关爱，使老人的内心得到温暖和感动。比

如，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定期来到敬老院看望老人，或者每日抽出

十分钟时间，与老人进行视频，使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温馨。这种实践

性的教学模式，不仅给老人送去了更多关爱，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创新

素养。 

结语： 

初中学生的可塑性较强，因此对初中学生道德核心素养的培养具有

重要作用。因此，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平时

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道德品质，在修正自身的同时，也应帮助其他学生共

同进步，从而达到从整体上提升道德法治意识，以及初中学生道德核心

素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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