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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案例教学法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运用 
◆次仁白珍 

（西藏拉萨达孜区中学  西藏拉萨  850100） 

 
摘要：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提高教学的实效性，能够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使课程贴近现实生活和实际。让学生更加轻松、快速、准确

的理解和掌握知识点，因此案例教学法在教学改革中一直都被广泛的推

广。道德与法制是一门对学生进行德育、塑造学生高尚品格的课程，通

过运用案例教学法可以将实践中真实的情景加以典型化处理形成案例，

提供给学生进行思考分析。从而塑造学生高尚的思想品格，理性的法制

观念，成为未来合格的国家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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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初中道德与法制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传统的教学方法

以灌输式为主，教学方法过于死板。不能将理论与实践很好的结
合，使学生失去了学习的兴趣，课堂气氛沉闷，很难达到,A 期
的教学效果。在新一轮课改的推动下，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激发
学生学习思想品德与法制的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
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 

一、案例教学法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运用的意义 
运用案例教学法可以促进师生互动、提高教学效果。案例教

学法具有开放性的教学特点，它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知识运
用能力。教师将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融入到案例当中，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活跃课堂气氛，实现
师生互动。案例教学法为学生提供一个想象的空间，可以将道德
与法制的理论知识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
理解和记忆。案例教学法能够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体现学
生的主体地位。案例教学法改变了传统教师讲解为主，学生被动
接受知识的模式。学生可以结合具体案例进行独立思考，并对相
关问题进行反思，提出疑问。这样学生就能在不断的课堂实践中
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方式，实现学生是课堂主体而教师是
课堂主导的地位。 

二、案例教学法在初中道德与法律教学中的运用方法 
（一）课前设计案例做好准备 
案例教学法的实施是教师和学生在情景中互动的历程。教师

是主导、学生是主体、案例是关键。选择和设计恰当的案例是实
施案例教学的基础和前提。案例要紧扣教材内容具有典型性和代
表性;案例必须取材于生活，具有真实性和说服力;案例必须有明
确的主题，人物和情节;案例要蕴含一定的人生哲理，道德观念，
法律法规有一定的思想教育意义。要运用简洁生动，通俗易懂，
具有适度复杂性、包容性和探究性的多元观点的案例。案例的设
计要做到，寓理于例之中，寓德于例之中。例如在学习《挫折面
前也从容》时，选择“两只青蛙的遭遇”作为本次内容的案例，
案例描述两只青蛙在觅食时不小心掉进了路边的一只牛奶罐里，
牛奶罐里还有一小部分的牛奶，一只青蛙绝望了，它想它永远也
出不去了，于是他很快沉了下去。另一只青蛙告诉自己，上帝给
了我坚强的意志和发达的肌肉，我一定能跳出去。他一次又一次
的奋起跳跃，过了不知多久，他发现牛奶变得坚实起来，经过他
的反复践踏和跳动液状的牛奶已变成一块奶酪，经过他不断的努
力，终于从牛奶罐里轻盈跳了出去，重新回到了绿色的池塘里。
这个案例的设计，既紧扣教材，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案例中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样的案例能让学生体会在面对
挫折时应该如何去做，达到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的教学效果。 

（二）课中呈现案例置疑解惑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精选的案例以恰当灵活的方式适时地

展示给学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让学生

在研究案例时就能理解课本的理论知识。案例呈现的方式多种多
样，比较简单的案例教师可以让学生直接阅读或朗读材料，教师
也可以形象生动的口述表达。复杂一些的案例教师可以利用多媒
体、实际情境、辩论会、小品模拟法庭、记者采访等形式展现。
让学生在动中学，使学生能够尽快地进入案例情境之中。在呈现
案例之前教师要结合案例和理论知识设置本次课内容需要解决
的问题，让学生在生动的教学过程中去感悟探究教师提出的问
题，并发现和提出新的问题来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过程中
教师需要不断地启发和正确的引导学生，解除学生产生的各种疑
惑，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课后总结案例探究分析 
学生运用所学过的理论知识，对教师所设置的案例开展讨

论。可以将班级学生分为几个讨论小组，4-6 人为一组。每个小
组的学生发表各自的见解，并将发言要点、思路及存在的疑难点
做好记录。各个小组积极发言进行探究分析，然后学生和教师对
案例讨论作出总结。针对小组中不能解决的焦点问题，在全班进
行讨论和辩论及老师加以引导启发。学生在讨论中互相启迪，从
中得到启发理解掌握知识，达到教学的目的。例如在学习《法不
可违》时，引入案例“张晓鹏的经历”，初二学生张晓鹏由于父
亲溺爱，结识了好多游手好闲的朋友，出入舞厅、网吧。为了消
费开始小偷小摸被学校警告。毕业后染上毒瘾，为筹钱抢劫、盗
窃等，被判有期徒刑八年。根据这一案例，让学生对什么是一般
违法、什么是犯罪；他们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法律制裁；进行
深入探讨。通过对于这案例探究，让学生知道什么是一般违法和
犯罪， 重要的是让学生引以为戒做一个诚实，正直、有责任心，
有担当的年轻人。 

结束语 
在当前课程改革的推进下，运用案例教学法改变传统单一的

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整体水平的提高。教师要充分认识和了解
案例教学法，充分发挥其优势，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对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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