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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实践浅谈
秦宝兰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会川中学，甘肃 定西 743000）

摘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核心素养的培养，

如今已是教育机制的一个关键的任务。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

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而且，青少年的社会经验较为缺乏，社会观、世界观尚未形成，

所以这个时期稍加引导，就能给他们把他们引入正确的道路。

由此可见，这一问题可以直接影响学生的一生，所以，培养核

心素养势在必行。那么如何在教学中引入这一部分的思想理论

并且能够让学生形成实际应用或者成为一项技能呢，就需要我

们的老师应用一定的方法来引导孩子们，本篇将以人教版九年

级《道德与法治》课程为例，来介绍如何将核心素养教育贯穿

到学科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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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心智尚未成熟，再加上社会经验的缺乏和处理事务

的能力不足，他们的权益总是容易受到伤害的。初中道德与法治

课程的教学，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和法治理念，而这些，

都是在给孩子的未来打基础，交给他们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这

也正是国家倡导的核心素养教育的一个提现。处在青春期的孩子，

尤其是在繁重的学业压力之下，更容易产生逆反心理，所以要培

养他们的理性思维，遇事冷静，从容处理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再有就是创新意识，社会在不停的变化中，要想适应新发展，就

得有创造力，所以创新意识也是不可或缺的。再一个就是责任感，

不论做什么事，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不能抛弃责任只想着获

得好处。

一、情景教学

现在的教育大多都只是只注重课本，老师只是照抄照搬课本

的知识灌输到学生的脑子，根本不会理会学生是否会应用到实际，

我们都知道这种教育方式的害处是非常大的，甚至会限制这个孩

子一辈子的发展。在教育部的倡导下，学校开始实行“以人为本”

的教育机制，那么教育机制就要有改革，新的方法要能适应孩子

心智的发展，能够形成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情境教学就是在教

课时引入情景，在情景带入中给学生新的学习环境，不仅能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还能带入思考，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的

学习氛围能够帮助他们核心素养的形成。

比如第一单元第一课《踏上强国之路》，这一节的教学目标

是让学生了解强国之路的艰辛和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如果

只是讲课本上的内容，学生在没有基础的条件下会很枯燥，掌握

的知识也就不会很多。如果引入情景带入，让学生置身于改革道

路的各个时间点，切身体会中国发展的艰辛，并且对比现在的美

好生活，然后畅谈理想中的未来。这样忆苦思甜，学生就能真切

体会到幸福的来之不易，会更加的爱国，更努力的学习。

二、回归生活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应用，不论是知识，技能还是品格，最终

都要落实到生活中才是真正的掌握，所以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课本，

而且要回归到生活，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发展无限的可能，才能发

挥无尽的创造。要回归生活，就要创造回归的条件，老师要将讲

台搬到生活中去，让学生体验到真实的生活，帮助他们多参加社

会实践，拓宽道德与法治课堂的宽度，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

公众参与意识，教师可以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为范例，并对

例子进行分析与解答，在这个过程中发掘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也

培养他们的道德法律意识，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就像第一单元第二课的教学，《创新驱动发展》，这一节

要求学生掌握创新对经济发展等方面带来的机遇，那么老师就

可以用例子“如何养鸡”来帮助他们打开思维，研究表明，鸡

在看到红色的东西时战斗能力下降，并且生产能力增加，那么

鸡农该用什么方法来获得更好的利润呢？让学生思考发言，提

出自己的见解和方法。这个过程就能很好的考察他们的创新能

力，并且还能锻炼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只有顾全大局的方法，

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样的学习，让他们的创造力得到的发展，

也有了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他们的核心素养的提高

也是很有帮助的。

三、完善机制

现阶段，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学的评价

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这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是，老师可以观察学生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来判断学生的表

现是否达到核心素养的标准。而且，教师们不能只是注重学生参

与某件事情的结果，而是要看重过程，观察学生是否在过程中真

实的思考和考虑了，是否用创新的思维来分析解决问题，并以此

来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价标准。只有形成了完善的评价标准，学生

的核心素养的教育成果才能更加客观的观察，在此之前，还需要

老师从过程中找到学生的改变来作为评判标准。

就像在第三单元第六课《建设美丽中国》这一节中，学生要

掌握我们现在的发展和遇到的挑战，要找到解决的方法，建设更

加美好的家园。老师可以开展主题班会，学生们现言建策，讨论

如何建设更加美丽美好的家园，如何全面的解决现在遇到的问题，

如何把握机遇，创造条件。这样的讨论形式也能帮助他们语言能

力的提高，听取别的同学的意见分析对比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能

力，这样的过程对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帮助非常大，老师在讨

论分析的过程中，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的评价就是学生素养的体现。

四、结语

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是教育事业的一个大计，老师应该创造

条件来帮助孩子能力的形成。核心素养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的作

用不容小觑，老师作为灵魂创造师，有责任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和世界观。老师也得以身作则，让自己的教学立足于生活，

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道德与法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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