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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渗透法治意识教育初探 
——以八年级《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为例 

◆刘桂成 

（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关店中学  232142） 

 
摘要：法治教育是学校教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初中生的身体发育尚未成

熟，自我保护能力较弱，更需要我们的保护与爱护，也更需要法律的保

护。所以在初中时期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法治教育对于他们提升自我保护

意识、丰富日常学习生活、增加社会知识以及拓展社会视野都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初中《道德与法治》为我们进行相关的法治教育提供了很

好的素材，同时也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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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着生理、心理上的变化,初中生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人

生观、价值观和各种行为习惯逐渐养成。因此,在初中道德与法
治教学中渗透法治教育,是道德与法治课的功能性优势,是法治教
育的有效方法。教师在给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应充分把握渗透
的策略,适时适度地渗透法治教育。 

一、初中学生法治意识现状 
初中学生缺乏法律权威意识，很多初中生将名誉、权力、金

钱等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忽视法律的作用，多数学生认为自己
离违法犯罪很远，没有将法律纳入自己的生活中。在初中生的潜
意识里，认为权利比义务更重要。许多初中生遇到问题不是找法，
而是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遇到侵权行为时，选择忍气吞声，
没有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对初中学生进行法治意识教育的重要性 
1.法治教育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

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按照十九
大报告的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是全民守法，即提高全民族
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他
们是祖国未来建设的主力军，青少年的法治意识决定未来社会的
法治水平。 

2.法治教育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在初中教育中，法治教育
显得格外重要。由于初中生的生理和心理还不成熟，容易受到不
良内容的诱惑，而且该时期学生的价值观拥有较强的可塑性，是
法治教育的关键时期。法治观念扎根在学生心底，可以有效地预
防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帮助他们健康成长的同时，减少社会
的治安成本。 

3.法治意识教育是实现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目标的客观需要。
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可概括为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
公共参与四个方面。加强法治教育，强化学生的规则意识，提高
学生法治素养，使之从内心尊崇、敬畏、信仰法律，让法治内化
为普遍接受并自觉践行的文化，自觉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拥
护者、宣传者、践行者。 

三、案例教学中渗透法治意识教育 
在深化培养初中生法治意识的过程中，案例教学法指的是教

师根据所学内容，从现实生活、时事热点中选取具有针对性、直
观性、现实性的案例，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分析、灵活探究，帮助
学生形成理性的法治意识。案例的选择需要保证其与具体教学内
容、教材文本的对应性，案例的选择还需要结合学生的法治意识
培养现状，让所选择的案例能够被学生主动感知、主动分析，这
样才能有目的地培养学生在多个方面的能力、正确的情感态度与
意识观念。如在教学《法不可违》教学时，教师出示“小王在家
养狗扰民被公安机关警告处罚”案例，请学生阅读案例，讨论分
析小王的行为性质，形成理性认识：认识一般违法行为的危害，
警惕身边的违法行为，我们在行使权利时，要尊重他人的权利。
从而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和守法观念。 

四、课堂游戏中渗透法治意识教育 

爱玩游戏是青少年的天性，它能有效激发学习兴趣，调动学
生积极性。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当学生对所学的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时，就
能主动进行学习。另外，学生在积极参与游戏的过程中，加强了
组织和纪律观念，培养了合作意识和集体主义荣誉感。如在教学
《遵守规则》时，教师精心设计了教学环节，首先让学生动手画
红、绿、黄三种指示灯，然后让学生做游戏，请三人分别扮演指
示灯、警察、行人，表演过马路的情景进行拓展练习。然后让学
生边游戏边掌握交通规则，最后由学生再次扮演违反交通法的角
色，如酒驾醉驾等所引发的后果，让学生在愉快的游戏中，既掌
握了课本知识，又增强了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维护交通秩序
的观念。 

五、优秀歌曲中渗透法治意识教育 
歌曲在初中生中是受到普遍欢迎的一种艺术形式。一首优秀

的革命歌曲不但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在《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根据教材
内容，适时将革命歌曲穿插于教学之中，则可以吸引学生上课的
注意力，加深学生对《道德与法治》教材知识的了解，其教学所
带来的课堂效果则会事半功倍。如在八年级《道德与法治》学科
《做守法的公民》教学中，适时播放《成长在法治的阳光下》、
《我们是遵纪守法的先锋》等歌曲，让学生在优美的声乐中，增
强守法观念，体悟遵法守法的乐趣。 

六、生活化的课堂资源渗透法治意识教育 
《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我们应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

知识背景出发，联系生活讲法治，体现“法治源于生活，寓于生
活，用于生活”的思想，来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最好的教育就
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在《道德与法治》课堂培
养学生的法治意识，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思维特点和接受能力，
引发学生共鸣，这就需要教师选择生活化的教育资源，拉近法治
和学生的距离。以生活化的课堂资源，形成学生的法治观念。   

在教学“善用法律”时，可采用案例分析法让学生合作探究
形成共识。教师可以设计以下情境：某日，你心爱的手机丢失了，
恰好被路人拾到，要求你给予一定回报，才同意归还手机。该路
人的行为是否合理？通过对争议性的行为充分讨论，帮助学生轻
松掌握法律知识，学会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同时，不损害他人的
合法利益。 

七、多媒体教学渗透法治意识教育 
当今时代已经进入高科技信息时代，教学的手段也不断更

新。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能及时地、广泛地了解
各种信息，同时也能适时地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在学习“预防
犯罪”时，通过下载大量关于因违法而受到法律惩罚的图片，用
幻灯片方式展示给学生，让学生了解懂法守法的重要性。 

结语 
在《道德与法治》学科课堂教学渗透法治意识教育的方式方

法很多，还可在课堂教学导入、练习巩固、故事教学中渗透法治
意识教育，培养学生法治意识，增强学生法治观念，让学生在法
治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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