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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背景下《道德与法治》网课教学设计
程劲梅　李国如

（沙市实验中学，沙市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荆州 434000）

摘要：对于网课教学，不止学生面临着多方位的考验，教师更是突破了传统教学的模式。从而在 2020 年荆州中考道德与法治备考中，

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不同层面的多种思考。现在我从“社会性”角度将“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主干知识及核心知识融合贯穿去分析。

关键词：道德与法治；教学分析

一、学情分析

这次网课教学，对每一位初三学生都是一次大型的、综合型

的检测，也是一次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的绝好机会。不

仅要求学生要自主、自律、自理等自我管理意识；更要求学生从

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科学防控、严密管控中增进国家认同；

还应该从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精准施策、齐心抗战中培养科学

精神；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中增强法治意识。这次

检测，不仅包括返校后的卷面考试，更包括宅在家中的实践考试，

要求学生处理好学习和锻炼、培养兴趣爱好的关系、处理好自己

和家人的关系等等。

二、教学目标

通过教师的示范和引导，演绎和归纳，学生掌握荆州市道德

与法治中考文字题的结构和分值，出一题符合自己认知能力和学

识水平的文字题。

三、教学重难点

1. 学习重点：了解荆州市道德与法治中考文字题的结构与分

值比重； 2. 学习难点：结合当前热点，抓住教材主干知识，出一

道好的文字题 .

四、课前准备

教师提前搜集并整理出相关的教学内容。

五、教学过程

【活动一：课前准备】：1. 教师从微信公众号“中考政治”“中

学时政导航”等相关栏目中收集实时热点典型题目备选；2. 下载“有

关当地实时热点”的视频等等。

【活动二：确定角度】

设问角度不同，答案完全不同。从社会性角度来看，有的同

学可能认为，只有站在国家、政府或社会的角度才是社会性角度，

其实不然，每个人都是社会这张大网上的一个结点，都从社会中

获得物质支持和精神滋养，个人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的成

长是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所以，从社会性角度考查，既包括国家

等宏观角度也包括个人等微观角度。从社会性角度看待，它囊括

了整个教材全部范围和体系，大家不要被蒙蔽。

宏观：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③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④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⑤坚定“四个自信”、弘扬伟大的

民族精神 ⑥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⑦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提高国民身体素质 ⑧健全完善法制体系、增进民生福祉 

⑨营造敬畏生命、科学防控的社会氛围。

微观：①学会守护生命，爱护身体，养护精神 ②追求生命的

价值与意义 ③发掘生命的力量，战胜挫折 ④养成亲社会行为、学

会关爱他人，服务社会 ⑤学会主动担责，做负责任公民 ⑥正确处

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 ⑦自觉捍卫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 

⑧自觉履行道德义务和法定义务 ⑨自觉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⑩自觉

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11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

民层面）。

【活动三：真题演练】

针对当前国情热点，结合以上核心知识，试着从社会性的角

度自问自答。问题设计要求环环相扣，体现是什么、为什么、怎

么办的设问梯度。格式如下：1. 问题设计：2. 答案设置。

【专家点评】（李国如，沙市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道德与法治

教研员）

每一堂网络直播课就是向家长开放的公开课。教师网络直

播的状况，影响着家长、社会对学校和老师的评价。沙市实验

中学教师在教研组的普及和教师自己不断摸索下，钉钉直播网

课在实践中得到逐步完善的网络技术辅助教学，为沙市区网课

教学辛勤趟水，勇敢试路。程劲梅老师的这一节网课就是其中

的优秀代表。

程劲梅老师的这节课通过三组活动，情境探究——确定角

度——真题演练，就“道德与法治中考从社会性角度”突出这一

主题，思路清晰，层层递进。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创造

性地开展网课教学，充分体现了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核心素养。

1. 充分体现新课程“以学生为主”的教学理念。教学中所采

用的教学案例也是贴近学生生活，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学生，学生

用心思考、积极探究，实现了从知识到思维，从情感到行为，从

个别到一般的转化和提升。

2. 教学互动有效有力。虽说钉钉直播授课，有连麦和在互动

面板留言的互动，但涉及学生偏少，互动形式有限，现在通过钉

钉在线编辑文档，学生现场提交作业，一个任务布置出去后，可

以看到学生的不同答案，这样老师就可以及时地归类讲解，并且

比现场教学了解某一题的生情效率更高。直播视频与文字交流交

替使用，更体现线上教学的优势。

3. 教学目标的预设和生成，培养了学科能力，提升了思维品质。

学生在探究问题中，各种思想和观点不断发生碰撞，并在对问题

的深度思考、层层探究中，认识和情感不断得到洗礼和升华。最后，

老师布置作业让学生延续自己的思考，让探究进行到底，学生回

味无穷、韵味绵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