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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进行初中教学时，其中的道德与法治这门学科与传统文化

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进行实际教学时，融合传统
文化，实现与道德与法治课堂的整合，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
用，并且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找到对民族
文化追求的热情，对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地认识，唤醒学生内心
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一员。

1　在道德与法治的课堂中融入经典
传统文化与道德品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后者是前

者的表现形式之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在于以礼待人以德服人，对
于初中教学而言，在学科中开设道德与法治这一门课程，正与这
一理念相一致，他不仅融合了现代社会的现代化想法，更重要的
是结合了传统文化的精华。道德与法治属于两个方面，道德是用
来约束自身行为的，法治则是用来维护社会安定的，一个代表的
是个人，另一个则代表的是集体，二者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只
有每一个人都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才能够保证整个社会的安定
发展。由此可以见得道德品质对于整个社会的安稳有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立足获得长久的发展，不仅要具备
一定的才华，更重要的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心地善良、为人
谦逊才是发展的长久之道，也正是这些良好的品质构建了一个法
治社会，维持着社会的稳定和谐。对于初中生而言他们在日常学
习以及教育的过程中，已经拥有了一定的道德观念，在道德与法
治的课堂上融入传统文化，可以加深他们对这些道德观念的印象，
同时结合日常文化课程的学习，实现各个学科之间的有效沟通。

学生们通过日常学习也可以了解到，很多的课文以及古诗词
都在歌颂品德，可见道德品质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例如在为学
生们讲解《我在社会中成长》这一课时，可以融合经典故事，作
为课堂的引导，如学生们所了解的孔融让梨、程门立雪等这些传
统故事，全部都是传统美德的体现，将这些典故一一展开作为课
程讲解的铺垫，不仅可以激发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更能够起到拓
宽学生知识层面的作用，让他们了解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并感受
到传统文化的深度，在提高自身道德素养的同时可以学习到更多
的文化知识。

2　在道德与法治的课堂上融入历史
对于我国社会而言，其主要有两大组成，首先一方面是关

于人的道德品质以及自身修养，另一方面则是关于社会准则以及
法律法规。一个社会的安定，离不开法治的约束，同时通过法治
的约束可以提高人民的安全感。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而言，他们
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认知能力，知道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利维护自身
的权益，同时也需要承担义务，同时在道德的约束下，尽可能地
将事情做得更好。法制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也是人民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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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上，道德与法治课程成为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基础课程，与传统文化的传递息息相关。其存在可以有效地加强学生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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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与探讨，希望可以为未来教育脚步的前进提供微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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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的重要内容，只有不断地完善法律体系，才能够使一个国
家变得强大。对于现代社会而言，需要借鉴古代法治社会的经验，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现如今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创新。

对于初中教学而言，要想加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创造良
好的课堂氛围是非常有必要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俨然已经不适
合新时代的初中生了，他们会被那些鲜活有趣的事物吸引眼球，
所以教师也可充分的利用学生这一特点，不断地活跃道德与法治
课堂的氛围，在其中融合历史故事，为学生创造不同的课堂体验。

3　在道德与法治的课堂上融合古今文化
传统文化看似与现代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实际上二者有

着紧密的联系，很多传统的东西都沿用至今。勤劳淳朴、善良勇
敢的精神文明就是典型的代表。另外在学生们所学的语文知识，
以及很多其他学科的知识中都充分的展现着传统文化的魅力，还
有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歌颂着传统文化的精彩之处。在初中
教学阶段结合道德教育，其主要作用是为了提高学生对于道德品
质以及个人修养的意识，了解到法制社会的重要性，不断地在这
一过程中完善自己、修身养性，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出一份力量。虽
然，现如今学生们在学习现代文化时，很难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但我相信只要教师将课堂教学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做好文化融
合工作，就能够加强课堂教学的效率，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全面
发展的人才。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而言，他们正值青春年少

的最好时期，是国家重点的培养对象。因此，在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时，应当提高对其的重视程度，不断地加强道德与法治教育课
程的水平，这是一个长远的发展目标，需要社会各界，以及教师
与学生的共同努力，不断地对课堂进行创新，培养学生的优秀品
质，并且在课堂上融入传统文化，以此锻炼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
素养。这都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有很多，能
与道德与法治课堂相融合的也有很多，作为教师应当联系教学实
际，帮助学生更加深入的理解课程教学的目标，引导学生进行正
确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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