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4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6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引言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是初中教育立德树人十分重要的一

门学科，同时在培养广大学生多个方面的意识以及共识方面发挥
出了巨大的作用。通过道德与法治的课程学习，学生了解并且
领悟到了政治认同以及共同参与等多个方面的精神，同时也更加
清晰地了解到如何充分发挥个人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献计献策，也能学会国家大力倡导的法治思想，培养学生核心
素养也是随着国内教育改革的不断变化提出来的。如今，随着
时代的快速发展，现代学生在很多方面都实现了巨大的变化，
尤其是其独立意识以及自主意识实现了明显增强，中学教育的目
标也将培养学生成为“四有”青年当做重要任务，所以有必要
在中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充分把握好加强对学生核心素养地
培养。把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深深地根植到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
教学中，从而实现学生从以往的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成
长为一个会学习，并且能够积极创新以及勇于担当的人，充分
体现出核心素养不仅是一种知识，同时也是一种态度以及一种能
力的作用，并且发挥出其作用，全面推进道德与法治课程发展
持续向前。

1　学生核心素养培养在当前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的现状
1.1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师专业课素养有待提高
目前大部分中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老师都存在一个普遍的

问题，即教师本身的专业课素养有待提高。虽然课程老师已然对
自身所开展的课程教学较为熟悉，也比较了解课程知识点。然而，
从整体来说，大部分老师对于自身所教授的知识点并不是十分地
清楚和理解透彻，并不是十分清晰地知道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学习
目标到底是要让学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目前来看，大部分
学校在开展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时候都是以应试教育为主的，以至
于学科老师会把学生们的考试分数看得很重。长此以往，必然导
致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只停留在表面上。

1.2道德与法治教师对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理解和掌握能力有
提升空间

目前大部分中学从事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的老师都有多年教
学经验，所以形成了自身较为固定的逻辑思维模式，比较偏向于
应用过往的经验去评价以及处理当下阶段发生的各类情景，这种
做法从本质上来说是未实现与时俱进的，因为大部分老师都只是
关注学生们的学科成绩。虽然也有很多年轻教师加入到道德与法
治课程教学队伍中，也能够在思想上跟上时代，可以和学生们成
为很好的朋友，迅速融成一片，然而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类老师
大多缺乏经验，对于做到与时俱进地将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融入
到道德与法治课程当中，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  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谈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与时俱进
2.1树立大教育观念
要把目前开展的应试教育的发展现状以及教育改革中的具体

精神进行“教育融合”，尤其是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过程中，最
为突出的就是应当培养广大中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及自主学习意识，
也需要培养学生们的道德法治意识以及公共意识，充分结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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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今，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是当下学生教育成长最为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同时，如果做到在不
同学科中体现核心素养教育，如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融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内容，做到与时俱进，共同促进学生实现更
好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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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推行中学教育改革的目标基础之上，将依法治国的内容教
育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总的来说，传统的道德与法治教育更多
的注重的是考试。为了实现道德与法治课程教育与时俱进，应当
把培养学生们的核心素养当中“核心”两字的涵义通过一种大教
育的理念实现。比如也可以是讲故事、放视频的方式进行，从而
让学生感觉到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学习其实可以很轻松、有趣，
并且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道德与法治方面的课程内容，学生不单
单可以学习到道德与法治方面的知识，同时也能够明白什么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核心素养地培养。

2.2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核心素养培养下的中学教育，无论对于哪一个学科，都应当

以发挥学生们的主体地位为首要目标。“教学”是“教”与“学”
的结合。其真正的内涵在于，教师能够更好地教，以及学生在被
教授的时候可以更好地学，同时也能够将学到的东西应用出来。
从这可以看出，学生在学习课程的过程中，老师不仅要围绕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的目标展开教学，同时学生也要积极参与到其中，
为了能够更好地学习到所需要的知识。正所谓，一切都是为了学
生，以及为了学生更好的一切。因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采取
较为科学、合理的方式展开教学至关重要，而这种教学方式则更
多的体现在如何促进教师和学生之间能够更加合理且积极地互动，
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现状做到及时调整课程教学方案及内容，从
而让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不再变得十分沉闷，能够让课堂教学气
氛变得更加轻快和愉悦，而且也要让课程教学拥有足够的深度。

2.3开展实践教学，激发学生的法治意识
当前社会发展阶段，对学生开展道德与法治课程知识的教学，

其根本是为了培养广大学生的法治意识，从而让学生学会自我尊
重和自我保护，充分认识到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应当用法
治行为约束和规范他人，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能学会应用法治手段
对自身实施保护，以培养和有效提升学生们的核心素养，实现课
程教学目标。老师可以通过抛出问题由学生展开讨论的方式进行
教学，如果出现了歧义，那么教师是可以引导学生展开实践探讨，
从而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们的法制意识，让学生真正明白什么是
法不容情，从而有效提升学生们的核心素养。

3　总结
当下，社会正处在转型和持续深化改革最为关键的阶段，

未来社会和国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精神以及品质的人才，这也是当
下中学教育领导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构成学生核心素养十分
重要的内容。因此，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是根植在初中道德与法
治教学中的，而且课程教学也应当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根本，
实现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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