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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课的初中道德与法治信息化教学探究
黄欣欣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通安中学，甘肃 定西 748100）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普及，学生的德育素养逐渐成为了学校的重点教学目标，初中道德与法治也成为了重要的学科，基于微

课开展初中道德与法治信息化教学，运用微课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来为学生开辟新的德育教育课堂，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对于道德与法

治知识的兴趣，促进学生德育素养的发展。本文就基于微课的初中道德与法治信息化教学开展的方法展开了探究。

关键词：微课；初中道德与法治；信息化

微课，是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结合后的教学工具，有着知识

点集中、播放时间短、表现形式丰富等多种优点，逐渐成为了现

代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基于微课开展初中道德与法治信息化

教学，能够打破传统课堂教学的限制，让学生的学习不再局限于

课堂之上，随时随地进行学习，从而有效地发展学生的德育素养，

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

一、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对于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来说，运用微课开展信息化教学，

最大的帮助就是微课能够激发起学生学习道德与法治的兴趣，

传统道德与法治教学重视理论知识的教学，课堂缺乏趣味性，

加之学生对于道德与法治缺乏重视，学生难以提起学习道德与

法治知识的兴趣。作为教师，在运用微课开展教学时，应该运

用微课来进行教学情境的创设，结合道德与法治教学内容为学

生精心构建教学情境，引导学生“进入”情境，从而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使得学生能够主动进行学习，促进学生德育素养

的发展。

例如，在学习《少年的担当》时，教师在录制微课时需要进

行教学情境的创设，在微课中为学生展示：“一个婴儿，在父母

的照顾与引领下，逐渐长大，上了小学、初中，然后马上就要初

中毕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带领学生展望一下，“更广阔的

天地中，你们会是什么样子的？”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得学生能

够主动参与到讨论之中，活跃课堂氛围，在最后，教师做出总结，“你

们正在逐渐走向世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

你们会更快地成长，在这个世界不断进步，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份

光彩。”让学生正确地看待世界与个人的关系，知道成长的路不

是只有一条，从而引导学生为了成长为更好地自己努力奋斗，促

进学生德育素养的发展。

二、承载案例教学，重塑学生品德修养

初中道德与法制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

让学生经过学习形成良好的法治观念与行为习惯，成为一名优秀

的新时代青年。在运用微课开展信息化教学时，教师可以将微课

作为案例教学的载体，为学生展示案例，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

习案例、小组讨论案例、大范围讨论案例、进行案例总结”几个

步骤，在参与学习讨论的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能够得到体现，

能够深入理解案例背后蕴含的道德与法治知识，最终促进学生德

育素养的发展。

例如，在学习《我的毕业季》时，教师用微课为学生展示案例：

“86 岁高龄的南京老人汪侠，在 2001 年高考打破年龄限制以后，

连续参加了十几次高考，仍然没有放弃，完美诠释了一句话‘活

到老，学到老’。”引导学生进行案例的学习与讨论，让学生进

行讨论：“学无止境这句话对吗？”活跃课堂氛围，让学生在讨

论与思考的过程中逐步调整好心态，以平稳的心态迎接即将到来

的毕业，同时也让学生明白“学无止境”的道理，让学生将学习

贯彻到底。

三、参与微课录制，引导学生规范自身

在新时代教学的背景下，教师需要培养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在课堂上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这样的教学模式能够让学生拥有更广阔的思考空间，使得学生能

够思考道德与法治知识背后蕴含的道理。在运用微课开展信息化

教学时，作为教师，可以给予学生实践的机会，让学生参与微课

录制的过程中，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自主录制微课，

创作录制脚本，决定录制微课的分工，在录制微课的过程中，学

生无形中进行了实践，从而加深了学生对于道德与法治知识的理

解，使得学生在生活中主动规范自身的行为，促进学生德育素养

的发展。

例如，在学习《回望成长》时，这一阶段的道德与法治课程

对于学生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录制微课时，教师可以让几名

自愿参与录制的学生进行微课的录制，指导几名学生合作完成脚

本的撰写、角色的确定等，用微课来回顾学生成长的历程，展示“到

初中毕业，学生的人生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让学生要明确

自身的人生价值所在”。在微课中告诉学生“要不断修炼自己的

道德操守，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法治意识”，让学生在录制的过

程中深入理解知识，主动规范自身的行为，最终促进学生德育素

养的发展。

四、结语

在现代社会，良好的道德品质是比优秀的成绩更加重要的素

养，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则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教师，

应当深入钻研微课的运用，从拍摄到制作，站在学生的角度上制

作微课，让学生能够真正喜欢微课，主动观看微课，逐步培养学

生对于道德与法治知识的学习兴趣，将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

综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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