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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以及新教育理念的推行，对初中道德与

法治学科提出了新的教学要求，即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除了要传授

学生基础知识，培养其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综合素养外，还要将时政教学

应用其中。时政教学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应用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教学

容量，拓宽学生的视野，加深其对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

课堂教学有效性。所以，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合理融

入时政教学，在提高学生对道德与法治认知能力的同时，还能够培养学

生的学科素养，实现其全面发展。本文对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中时政教

学的应用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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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的时政教学就是在教学设计环节中引入时事政治、社会

热点等内容，对学生理论学习起到辅助作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增加其知识储备。在以往的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
中，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就是教师对课
本知识滔滔不绝的讲述，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对知识的渴
望，导致课堂教学质量持续下降。而时政教学的应用与实施，在
改变传统教学理念的同时，还能够极大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望，
使其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并在有效的学习中提高学习效率和
认知水平，对其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中时政教学的重要性 
首先，由于初中生的智力和思维能力还处于发展阶段，他们

无法深入理解道德与法治相关知识，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
响。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智能化手机的普及，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初中生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和腐蚀，阻碍了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将时政教学渗透其
中，通过教师的引导和鼓励，学生通过对国内外时政热点的了解，
能够端正学习态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其次，能够走向灵魂
深处的道德教育，立足于学生的角度，时政教学的应用，对学生
健康成长起到促进作用。在课堂中，教师不能把教育与教养分开，
这两个概念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教育工作者要做到在教育
中传授教养，用自身的教养烘托学生学习知识的氛围。在初中教
学中，教师运用课本知识的同时，也要实施教学，使学生接受的
教学内容跟上时代的发展，将理论知识转变为实践经验，从而提
高学生的道德素质，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让学生在面对压力时，
可以从容面对；在面对挑战时，可以勇敢迎接；在面对机遇时，
可以把握机会，使学生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奋发向上。 

二、时政教学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中的应用策略 
（一）时事内容的选择 
由于市政内容具有多元化、复杂性等特点，再加上学生的认

知能力有限，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要选择积极的、学生易于
理解和接受的内容。有些内容过于负面，对初中生的价值观形成
有影响；有些内容过于激进，不适合学生学习，影响学生的心理
发展；有些内容空洞庞大，不适合初中生花费过多时间去学习。
因此，时事政治的内容选择既要紧贴社会发展，又要与道德与法
治的课本内容有所呼应，便于学生在学习道德与法治理论知识的
同时，还能了解时事的发展。例如，在“我国基本制度”教学中，
教师可以选择“十九大”中所提及到的相关内容，并与教学内容
相结合，还可以鼓励学生课下通过网络和父母的帮助，搜集相关
内容，如经济制度及其相关内容。不但能够加深学生的学习印象，
还能够提高学生对我国基本制度的认知能力，增强学生关注国家
大事的意识。 

（二）将时事内容融入课堂教学中 
当前，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存在的主要弊端是教学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所有教学活动的开展与实施都依托于教材，过于重视
理论知识的讲解，没有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课本上的内容对
于初中生来说理论性太强，不易理解，所以教师应该结合时政讲

解道德与法治课程，灵活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图片与影片的结
合往往比简单的文字教学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进行图
片式、影片式记忆。多媒体的应用可以为学生营造轻松和谐的学
习氛围，使学生对道德与法治课程产生学习兴趣。 

（三）组织小组学习时事政治 
合作学习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与实施，在凸

显时政教学重要价值的同时，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课堂
有效性。因此，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可以组织小组合作学习，
将第二天要讲的内容，提前一天通知学生，让学生提前进行准备，
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小组中可以以自由选举的模式选出一个
小组长，小组长负责通知小组成员需要准备的话题，组织小组成
员针对话题进行讨论，分条总结学生的观点和意见。讨论结束后，
由小组推选出发言人，发言人再针对话题与其他小组的发言人、
教师进行讨论。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培
养小组之间的合作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使学生对时事更
加了解，从而培养其形成独立判断的能力。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时政教学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中的作用是举足

轻重的，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予以高度重视，除了要选择合适的
时政热点引入教学中外，还要注重对学生的引导，让其通过自主
学习、小组学习等方式来提高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和与掌握能力，
不但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还能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实
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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