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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核心素养的培养已经成为道

德与法治教学的重要目标，强调帮助学生过积极健康的生活是道

德与法治课程的追求。我们道德与法治新课程内容运用学生耳熟

能详的生活事例设置问题创设情境，让熟悉生活事例的探究中学

习知识，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由此可见，我们引领学生从

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构建充满生活气息的课堂，实现道德与

法治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生活逻辑与理论指导的有机结合，将

核心素养的培养落实到学科教学，体现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关注。

一、课堂教学创设生活情境，调动学生学习情绪

课堂是小天地，不能替代现实世界；课堂又是大天地，可以

再现现实生活。教师可以通过创设小品表演、播放音乐、讲故事

等生活情境，以生动形象的生活场景，调动学生的学习情绪，让

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探究，促使他们主动积极地投入整个学习

活动，达成生活体验。如组织学生观看《寻找最美老师吴思禄》，

同学一看，这是我小学的老师，然后组织学生说说吴老师曾经如

何对我无私关爱，生活上暖心，学习上循循善诱事迹。由于这些

材料和话题都来自学生的生活，因此对学生的触动很大。

教师在教学中优化情境，以创设情境为主线，根据教材特点，

教学方法，在课堂上营造一种富有创造力、想象力的课堂教学氛

围，让教学活动烙上生活的印记，始终着眼于学生的经验，着眼

于学生的实践，从而真正让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回归学生的生活，

回归学生的实践。

二、课堂教学引入生活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要在教材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因此，

一定要根据教材内容，引入生活的内容，让学生在教材中感受到

现实生活的气息，感受到生活场景给他们带来的学习乐趣，并在

学习中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

（一）与校园生活相联系

如在教学《走近老师》一课，组织学生观看《最美畲乡人刘

长新：传承畲族文化的使者》，学生一看，这就是我们学校的音

乐老师刘长新。学生认真观看后马上对刘长新老师有了新的认识，

她从教三十多年从不忘记自己教育的初心，在教学路上播撒爱心，

历练匠心，辛勤耕耘，无私奉献。课后充分挖掘畲乡文化内涵，

把传承畲族文化与中学音乐教育有机融合，为打造畲族文化品牌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长期以来倾心编创畲族歌舞，每年指导学生

参加我们乡举办的三月三民俗文化活动，坚持奋战在畲族歌舞传

播的第一线。老师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做出不平凡的事迹。最后

归纳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好老师的形象，我们喜欢的老师，风格

可能不尽相同。我们要承认老师之间的差异，接纳每位老师。

（二）与家庭生活相联系

我们可以通过家校联系，请求家长积极配合并及时向家长发

放学生在家庭的行为反馈表，要求家长按表如实填写，再有针对

性地进行表扬和教育，将导行落到实处。如在教学《让家更美好》

中拓展空间，要学生学会和谐家庭出力，课后要求学生召开家庭

会议和制定孝亲敬长的计划，并请父母监督，让学生将爱父母的

情感付诸实践或让学生回家做一件能体现爱父母的实事。如，帮

父母洗脚、为父母做一顿饭等。

（三）与社会生活相联系。

结合课文知识，联系社会生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身边的

先进人物事迹，以及国内外时事政治进行课堂教学。如八年级下

册第四单元维护公平正义，学生认识模糊，课本中的事例又离学

生较远。引入了社会生活中大家熟悉的我们乡贤陈易声在汀江救

人，后评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获得政府奖金五万元，又把五万元

奖金给我们中学和小学作为奖教奖学基金的先进人物事迹。通过

这些社会生活的事例，使学生感受到道德与法治的魅力和真实性，

懂得了什么是正义，如何落实到行动，经过这样的与学生身边的事，

远远比我们说教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和感悟，学生也更容易接受，

也乐意付之行动。从学生感兴趣的、为他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入手，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课堂教学得以顺利进行。

三、让学生走出课堂，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如何改变学生在学习中的局面呢？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有

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外，还必须在教法上注重教与学、课堂内与

外相结合。通过与社会生活实践结合，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渗透

素质教育，使教育与生活和谐统一，学习与实践和谐统一，使学

生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将学生的视野拓宽到更广阔

的范围。为了提高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实效性，提升其价值，必

须要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社会生活中，把自己在课堂中学习的

道德和法律规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活动中发展核心素养，

自觉防止和克服能说不能做的现象，形成良好习惯。以《合理利

用网络》为例，我在教学之前，布置学生做社会调查：让学生以

经常上网的同年龄人为调查对象，调查他们上网主要干什么，他

们如何看待上网，沉迷于网络的后果，等等，然后让学生整理调

查采访的资料，撰写《青少年如何正确利用网络》的调查报告。

学生通过自主调查采访，完成调查报告，使同学认识到网络是把

双刃剑，能更清醒地认识到网络的利与弊，从而正确对待网络态度，

能充分利用网络优势为我所用。这样的调查既锻炼了学生的社会

实践能力，又让学生在参与中获得了体验和感悟，在体验感悟中

又提升了学生素养。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是一门生活性、体验性、实践性的课程，

注重学生的实践体验。要着眼于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运用多样

化教学策略，让学生感受、感悟。课堂教学多地强调从学生的生

活经验出发，通过有意识地创设一些学生所熟悉的并认可的生活

化的教学情境，关注丰富而多彩的社会，引导学生用自己的眼睛

观察、发现正在发生的、活生生的问题，从中感受道德与法律规

范的力量，形成客观公正理性的价值观，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促进学生道德与法治素质可持续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