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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策略探究 
时志玉 

甘谷县新兴中学  甘肃天水 741200 

摘要：核心素养是目前教学中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实际教学中，需要将核心素养与课程内容相互结合。本文将重点研究道德与
法治课程教学中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学策略，进而实现在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核心素养的有效培养，促进学生在课堂上的全面发展。
在初中阶段，学生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教师需要对其进行正确有效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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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是目前教学改革中的主要内容，正是因为核心素

养的提出，提高了实际教学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同时也实现了
教学课堂的良好发展。在对学生核心素养展开有效培养的过程
中，需要从学生的的综合素质入手，确定教育方向以及教学途
径。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培养措施，进而促进
学生核心素养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一、道德与法治核心素养的内涵及要求 
（一）内涵 
核心素养教育理念背景下，改变了传统课堂教学过程中“以

课程为主”的教育教学方式，以培养学生完整生命个体基础为
出发点，致力于对学生必备性格、关键技能以及价值观念的提
高与培养。核心素质教育的具体化内容便是学科的核心素养，
从科学基本问题出发，从而实现对学生核心素养的教育。具体
落实到道德与法制学科当中，便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良好、
健康的政治立场，培养有着独立思想、遵守规则、有理智、有
担当的中国公民。想要实现这一教学目标，需要改变传统教学
模式，以学生为课堂教育主题，加强对学生科学表现能力、核
心素养教育等方面的关注。 

（二）要求 
在课程与改革中，对学生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学离不

开教师，因此在实际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对教师提出相应的
要求，确定课改对实际教学产生的影响和变化，在此基础上确
定新的发展方向。在实际课改教学中，教师的身份实现了转变，
教师并不是知识的拥有者，而是解读者，利用这种方式对学生
进行有效引导。从学生的角度上看，学生变为课堂主体，并不
仅仅是参与者，学生在课堂中的地位得到有效提高，由此可以
看出新课改中核心素养的重要性。 

二、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策略 
（一）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扮演的角色为引导者，在开展课堂教学

的过程中，应该树立“立德树人”教育理念。在现代化社会发
展的过程中，需要提高自身综合素养和专业素养。在日常生活
中，教师和学生相处的时间比较长，教师会直接影响学生，只
有教师具备道德情操与个人素养，才可以起到榜样作用，从而
培养学生规则意识。《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师应该具备师德与素
养，在教学的过程中遵从“以德服人”、“以身作则”的原则，
从而让学生逐渐形成规则意识。比如在学习《做情绪情感的主
人》的过程中，教师在教学中主要起到以身作则的作用，用温
和的态度对待学生，当学生犯错误之后，应该控制自身脾气，
用平和的语气教育学生。另外，教师应该创新教学方法，在教
学中潜移默化影响学生。在管理班级中，应该与学生共同合作
完成自身工作，将规则意识传到给学生，例如爱护班级财产和
不乱丢垃圾等规则化意识。只有让学生亲自参与到班级管理中，
才可以真正的体会到规则的存在。当学生能够自主遵守规则，
才可以严于律己，为他人提供方便，从而提高自身综合素养。 

（二）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 
学习学科理论知识的主要目的是做到学以致用，针对《道

德与法治》学科来讲也有同样道理。在学习《道德与法治》的
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中应该为学生创设贴切生动的教学情境，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课堂学习中。
例如在学习《责任和角色同在》知识点时，教师应该为学生播
放警察和医生等不同职业群体工作日常、工作内容等视频课件，
在视频中学生看见警察英勇搏斗坏人、医生为患者做手术、教
师为学生上课等片段，通过观看视频让学生真正的认识到责任
重要性。随后，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参与到“火灾疏散”活动中，
通过活动模拟逃生场景，通过真实的活动，让学生认识到自身
责任，让学生真正的认识到责任的意义。当学生真正的理解责
任，在今后学习中便可以做好自身本质工作，达到培养学生责
任意识的目的。另外，应该让学生认识到不同群体的义务与责
任，对初中学生来讲，主要任务是扮演好学生角色，投入到学
习中，提升自身品德修养，做一名遵法守法的学生。 

（三）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 
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在教育过程中，需制定合理的教育目

标，教师在设定教育方案过程中，应当结合学生的年龄及心理
素质制定课程教育内容，避免与学生的心理活动产生冲突，从
而产生厌学的心理，教师应当自知识及技能、过程、方法等多
个角度展开研究。比如，教师在初中道德与法治“网络”这一
课程内容教育过程中，应当制定能力培养目标，使学生能充分
掌握网络相关知识，并能够明确先进信息技术的价值，在培养
过程中，潜移默化的灌输网络法律相关知识，并能够让学生认
识到上网的过程中还需具备安全防护能力及风险辨别能力，避
免盲目的在网络上发表关于自身或者家庭的消息，从而引发一
系列的安全问题。教师还需制定情感及态度等培养目标，使学
生在课程中感受到网络的多样性，能立足不同的角度对问题进
行分析，从而理性的看待问题，能提升自身的思维判断能力，
从而更加深入的对教材内容进行理解，从而逐渐形成正确的价
值取向及理性的思维模式。新时期对培养学生提出新的要求，
比如，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师可组织法治课程的实践活动，
比如，将鲜活的题材带入课程教育中，注重课外题材与课内题
材的结合，促进学生形成理性的法治意识。比如，在学习七年
级的道德与法治课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学习“生命的思考”，带
领学生进入革命纪念馆参观，为学生讲解每个英雄人物的丰功
伟绩，从而使学生感受生命的价值，并懂得敬畏生命。通过课
内及课外的教育模式，使学生具有理性看待问题的思维，形成
具有逻辑性的法治思维。 

结束语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是培养学生道德素质的主要课程，被

更多人群支持及认可，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应当不断丰富教
育方法，从而提升课程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促进
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四军.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J].

甘肃教育,2019,(14):174. 
[2]余慧华.“互联网+”背景下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

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J].教育观察,2019,8(18):88-89. 
[3]卢明家.浅谈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学生核心素养的培

养[J].学周刊,2019,(1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