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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故事给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插上翅膀
薛　艳

（乌鲁木齐市第 41 中，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新一轮课程改革对品德课程进行了整体的改革。因此，

要把道德与法治课上出实效，就必须要下一番苦功，寻找有效方法，

特别是在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通过富有德育功能和哲理故事

的渗透、引导，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激发学生参与到

学习中的积极性，可以影响人的德性和促使人们对真、善、美的

情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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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故事导入新课，激发学习兴趣

新编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作为学生学习的基础理论读本，

随着时代的发展定会出现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变化脱节的情况。枯

燥而“说教”的成分依然不可避免。如果结合教学内容引入一些

与时俱进的富含哲理的德育故事，既可感动学生，又能激发学生

浓厚的学习兴趣，让学生顺利进入学习的最佳状态。如在《道德

与法治》七年级上册第七课第二框《爱在家人间》时，我通过丽

丽的故事来导课：丽丽家是河南人，几年前，父亲在外挣钱养家，

母亲操持家务，照顾孩子。2018 年 11 月，母亲突感身体不舒服，

被医院确诊为胃癌，所需高昂的医疗费压得这个贫困的家庭踹不

过气来。2019 年 2 月，十岁丽丽的一篇作文《救救妈妈》在网

上热传，其中一句“把我卖了吧，换钱给妈妈治病”催人泪下，

且深深地刺痛着大家的心。故事讲完后，我问：“这个故事说明

了什么道理 ?”同学们纷纷举手发言，有人说：“小丽丽很懂事，

明白事理，有感恩之心。有人说：“小丽丽热爱自己的母亲，是

孝敬父母的表现。”这时我趁机说：“同学们说得很对，小丽丽

的做法体现了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应该以

怎样的实际行动来孝敬父母呢 ?”这样很自然地导入新课，既调

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受到了良好的思想教育效果，完全不同于

空泛的说教与灌输。

二、以故事牵引问题，带动思考与探究

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特别是在学生合作探究环节更需要教师引导学生突破难点、

突出重点、抓住要点。以《道德与法治》七年级上册第二课第一

框《学习伴我成长》为例。“学习动机”指的是推动我们努力学

习的动力，又称“学习动力”，它有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

机之分。可以运用综艺节目《挑战自己》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

的是 2012 年 7 月，山东青岛姑娘杨博雯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文理

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入校时，当很多同学还沉浸漫在“大

一新鲜人”的迷茫中时，她已经确定好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要

出国留学。2016 年 5 月，杨博雯收到了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等

六所澳大利亚名校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最终她选择了到墨尔本大

学深造。她的成功正是由于及早确立了目标，这种内在学习动机

和父母的支持和鼓励的外在学习动机是离不开的。                                                                         

三、巧引故事，引导健康心理                                                      

在《道德与法治》七年级下册《青春的情绪》课程的教学时，

可以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 2016 年中国女排夺冠的照片与视频，

当学生观赏完毕后教师问学生：“我国女排时隔 12 年再夺奥运冠

军的心情是怎样的 ?”当学生回答“喜悦”“激动”“兴奋”“自

豪”等情绪，教师进一步提问：“那么，女排在夺冠之前的失败

又会有怎样的心情呢 ?”当学生回答“沮丧”“泄气”“伤心”“内

疚”等消极心情时，教师进行总结：人类的情绪是多种多样的，

主要有喜、怒、哀、乐四种基本情绪类型的划分。在这一课程教

学中，选择了中国女排时隔 12 年再夺奥运冠军的情绪表达，带领

学生认识人类基本的情绪类型，案例与国家荣誉息息相关，能够

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该故事潜藏的消极情绪可引导学生进行不

同情绪的感受体验，充实了教学内容，利于学生理解情绪。教师

可以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增加学生的交流与体验，请学生进行情绪

的表达来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从中加深对不同情绪领悟。随后，

教师向学生提问：“如果我国女排在 2016 年未能从过去的失败中

调整好情绪，那么这次她们能够成功吗 ?”引导学生理解消极情绪

对人体的负面影响和积极情绪对人体的积极影响，鼓励学生克服

消极情绪，保持积极情绪。                                                                            

四、巧用故事创设情景

对于初中生来说，他们能够从故事中体会到许多做人的道

理，故事可以给学生正确的启迪，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如在学习《做守法的公民》的时候，教师可以给学生讲一些故事，

故事中讲述未成年人犯罪的真实案例，让学生认识到法盲对社

会及个人的危害，以此来普及依法治国的必要性，让学生更加

重视普法教育。通过这样的方式，会使学生更加集中注意力参

与到学习过程中，并且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起到很好

的教学效果。

霍姆林斯基说：“人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永远有一个光源，

那就是道德。”新时期，“立德树人”依然是课改的核心任务。

作为道德与法治课的老师们，要用好教材为学生打好“中国底色”

让红色种子在学生心灵中生根，也要讲好中国故事。坚定学生的

理想信念、培育学生的政治认同，用故事给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插

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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