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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中时政教学的应用研究
张寒梅

（新疆石河子市第五中学，新疆 石河子 832000）

摘要：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以培养学生的思想与道德为主，其中不仅包括良好的人格塑造和德行养成，也包括正确的政治取向和社

会价值观，因此时事政治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就展现出其重要的价值。教师可以灵活运用时政，通过课前导入、课堂讨论、教学案例以

及课后活动等环节的应用，促进学生了解当下的热点话题，从而让教学内容与生活对接，与现实挂钩，让学生拥有更加贴切的教学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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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不仅有利于学生拥有更良好的课堂体验，同时还能

够促进学生进一步了解当前的社会现象和国家的政治态势，增强

社会与政治的参与感。尤其在现代素质教育的考试中，对于时事

内容的考察也越来越重视，教师必须要通过时事教学，让学生养

成了解和认知时事的习惯，拥有评价和分析时事的能力，从而获

得更全面的能力。

一、利用时政设计课导环节

课程的导入设计是一节课的开端，决定了这节课的起始点，

如果导入设计足够精彩有趣，学生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进入最佳

的状态，从而保证课堂教学的质量与效率都能达到更高的标准，

由此一来，教师的教学感受也会非常舒适，整节课的品质就呈现

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因此，教师就可以充分利用时事热点，寻找

与当前课程内容相关联的信息，让学生以更轻松的状态完成课程

的过渡，走进学习内容之中。

以《人民当家作主》一课为例，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就利用

了“十九大”的召开，制作了一个“听老师讲新闻”的视频，

以“十九大”会议为基础，以诙谐幽默的话语来为学生讲解人

大代表制度，并且根据各地区人大代表的发言，分析其中的政

治要素和观念，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根

本政治制度以及基本经济制度，同时还扩展认识我国的权力、

行政、监察以及司法等相关的机关机构，由此既让学生完成了

简单的课程预习，还能够顺着视频内容走进课程之中，让教学

过程更加流畅高效。

二、利用时政创设课堂情境

情境是一种促进学生课堂情感体验的教学手段，一方面可以

让学生更真切的理解课程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更容易留下深刻的

印象，加深记忆效果。因此，教师就可以充分利用时事政治，将

当前的社会焦点问题更加形象直观的展现在课堂之中，让学生能

够有效运用所学知识去评判和分析这些现象与行为，从而达成更

深化的教学意义，让学生拥有模拟实践的体验。

以《社会生活离不开规则》一课为例，笔者以一张照片作为

情景构建的初始，照片中是一个“女网红”，她正坐在飞机的驾

驶位之上，面带笑容感谢着机长，这张照片一经曝光立刻引起了

轩然大波，机长和这名“女网红”纷纷受到了广大网民的谴责，

很快有关部门也下发了处罚结果，严惩了机长破坏行业规则的行

为。在这样的情境中，学生更容易理解社会生活为什么离不开规则，

并且还能让学生们认识到，不仅要自己遵守规则，也要督促他人

时刻遵守规则，否则就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三、利用时政开展讨论环节

课堂讨论是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常见的教学形式，教师可以将

学习内容的核心作为论点或者辩题，让学生各自发言探讨，这样

既展现了学生主动参与的过程，又能够发挥学生的个性思维，让

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得到表现和认可，同时还能活跃课堂氛围，让

学生们都能集中精力与学习之中。时政作为一种具有焦点性质的

话题，非常适合作为学生讨论和辩论的对象，因此教师可以积极

展开以时事政治为主题的讨论会，让学生充分展现自我，并掌握

应有的知识。

比如在《合理利用网络》一课中，由于当前社会中对于青少

年与网络之间的关系也存在非常复杂的看法，因此笔者就以“如

何正确使用网络”为主题，展开了一次课堂讨论会。首先要求学

生分小组讨论，分别总结组内的学生观点；其次，选择每个小组

的发言人代表，将小组内部的讨论结果进行展示；最后，完成补

充和完善，让学生们既要认识到网络的意义与价值，也要学会恰

当利用网络，避免沉迷。

四、课后开展学生讲政活动

除了在课堂之中展现时政教学的效果之外，教师还可以组

织学生开展课下的时政探究活动，笔者就要求学生们时刻关注当

前的社会现象与政治焦点，并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多方面查找信

息，产生自己独有的视角观点和看法，并且能够由此制作相关的

PPT，利用活动课程或者课余时间，开展“学生讲时政”的课外活

动，这样既锻炼了学生的独立实践能力，又展现了学生对于社会

和政治的观点，是培养学生拥有独立人格、具备正确价值与政治

取向的重要过程。

五、结语

总之，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时政应用的范围十分广

阔，教师可以通过导课、情境、讨论会、案例、课外活动等多

种教学形式与内容中渗透，由此促进学生良好的课程体验，并

且收获丰富的价值观点和学生意见，在多种正确思想的引导下，

形成积极健康、阳光快乐的人生态度，能够正确对待和分析社

会焦点问题，能够准确认知到国家政治的重要价值，从而促进

该课程的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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