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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组合作的初中道德与法治探究课堂的思考
丁小印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南水头学校，浙江 温州 325800）

摘要：俗语曾说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而急需要耐心的过程。对学生们的培养不仅仅是知识上的培

养，更在于教会同学们如何为人处事，如何低调谦逊。在新课标的改革和要求下，对于初中道德与法治探究提出了小组合作的新型模式。

所以接下来将会基于小组合作的大背景下一块儿探讨和学习，如何对小学生和初中生进行更好的道德教育和法律宣传。不仅仅让同学们

在学校学习新的知识武装大脑，也让同学们在学校中明白做人的道理和法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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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教育模式下，有许多学生出现不尊重老师，无意识

违背学生道德的事情。所以在新教育改革的大浪潮下，新课标提

出来小组合作的新型模式，小组探究合作学习，即在教师的引导

下，将学生划分为人数大体相当的小组，为了实现共同的学习目

标而展开自主合作学习，然而在原有教育模式的弊端和问题的情

景之下，实施小组合作的新型教育方法对于我们来言并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在应用小组合作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一点耐

心。通过小组模式在教学中的应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

道德意识，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提高教学任务和教

学质量的提升。

一、进行符合实际情况的分组是小组合作学习在教学过程中

应用的基础。

对于学生之间的分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在很多以

往的经验当中，小组合作学习容易造成两极端化，好的学生越来

越好，坏的学生越来越坏，所以这也就要求老师在分组时，要结

合实际情况结合学生之间的各自特点和各自特长进行公平公正的

分组，让小组和小组之间的能力不会差别太大。如果各个小组之

间的能力不平衡的话，容易造成教学任务很难推展开来，影响小

组合作学习的探究结果，所以老师在分设小组时要注重小组之间

能力的平衡。

例如，在和同学们一块学习情绪化这一个课时，老师可以根

据各个学生方面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进行分组，比如有的学生生性

活泼好动，有的学生沉着冷静，有的学生心思细，有的学生马马

虎虎通过这样一个分配和对学生的了解，对他们进行分组可以起

到均化和弱化缺点的作用，平衡各个小组之间的能力，有利于小

组合作教学更好的应用和发展。

二、以学生为主体，从学生方面和角度出发，让学生真正理

解小组合作的内涵。

基于小组合作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强调和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的主体性。因为在原先的教育模式之下，老师之间的教和学生

之间的学一直处于老师之间的交战与主体地位，而忽略了学生作

为学习中的重要性。因此在教育改革的大潮流之下，用新课标的

新要求，我们提出来小组合作的学习，所以在实施小组合作学习

的基础上，我们要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要

地位。

比如，在和同学们一块学习自信是什么这一个课时，我们可

以从学生方面出发，以学生的角度让同学们小组进行讨论，他们

认为自信是什么？讨论完之后，老师可以让小组之间派一名代表

总结发言，让他们表达出他们所认为的自信是什么？自信带给了

他们哪些改变？在生活中我们做哪些行为可以提高我们的自信。

通过这样一个以学生为本的小组合作模式来增强同学们在学习中

的主体地位，提高同学们对学习的热爱，提高教学效率。

三、小组合作不能仅限于表面化，要脚踏实地，使小组合作

的教学体系更加完整。

在现在的教育背景下，一些中学政治课堂中有些老师会流于

表面的形式，将道德与法治小组合作模式只流于表面的形式化，

没有采用实际行动应用。在实施性上缺乏一套完整的关于合作学

习的教学体制，导致教师在课堂上安排完学生讨论之后，仍是按

照教学方案，灌输给学生知识点，不能对学生的讨论和结果进行

有效地评价和指点，合作教学流于形式。

比如，在和同学们一块学习在集体中成长这一个课时，我们

可以让同学们在小组合作的模式下来一起成长，让小组合作的模

式贯穿在学生们的学习生活中，体现在学生们日常活动之中。通

过这样一个模式，让小组合作落实到实处，而不是流于表面的形

式化，让小组合作，使同学们更加能够感到集体带给他们的温暖。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教育道德和法治教学当中，推广小组合作

学习是教育改革之下的潮流，也适应新课标的发展要求。在小组

合作教学当中，老师们要保障学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发挥他们的

主体性，注重对小组合作的分配和各个小组之间的能力平衡。以

保证学生在课堂上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在此同时老师也要在教

育水平之上提高自身的能力，从学生方面出发以学生为本，全面

发展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能力，同时也重视构建小组活动，

以提升课堂的效率，更加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和教学质量，让我

们一起为教育事业做出一份贡献，为同学们以后的学习打下夯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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