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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参与助力成长
——关于初中道德与法治课中“社会参与”核心素养培养的思考

邱美慧

（平潭岚华中学，福建 福州 50400）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培养愈发受人重视，这也为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教

师在教学时，不但要重视理论新知的传授，同时也要治理与学生社会参与素养的培养，进而发挥大的与法制学科的特点和育人优势，为

学生的健康和全面成长做好奠基工作。基于此，本文围绕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展开论述，就该学科中学生社会参与核心素养的培养路径

做了分析，以期能够为广大教师同仁提供一些新的教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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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参与”核心素养而言，其作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的核心内容，涵盖了两部分内涵，即责任担当以及实践创新。客

观角度而言，其又可以分为技术运用、问题解决、劳动意识、社

会责任、国家认同以及国际理解六个层面。由于初中道德与法治

教学有着较强的生活特征，是实现学生素质教育以及社会性发展

的关键科目，所以，在其教学中落实社会参与核心素养教育是很

有必要的。教师在教学时，应当秉承生本教育观念，将学生的实

际以及发展需求当做教学切入点，不断探索实效性教学策略，深

入落实社会参与素养的培养工作。

一、信息技术辅助，发展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教育学校落实社会参与素养教育的重要途径，对于

学生爱国情怀、民族归属感以及认同感的培养有着巨大地指引作

用。众所周知，爱国主义历来都是我国初中教育的重点内容，而

国家认同则是该教育的重中之重。初中时期，学生的思想正处于

懵懂的发展状态，他们热衷于独立思考、好动且思维活跃，对新

鲜事物更是有着极为农户的好奇心，但由于其社会阅历以及经验

较为匮乏，故而其思维或多或少都有着一定的片面性，缺乏正确

地辨别能力。因此，如何对其实施正向化的干预和引导，激起他

们的国家认同意识，对于其学习与成长以及国家的发展均有着良

好的现实意义。作为一门道德与法治教师，我们应当立足于本学

科特点，加强学生国家认同素养的培养。

例如，在讲授《维护国家利益》的知识点时，教师可将信息

技术渗入于教学中来，发挥其辅助教学的作用与优势，展示诸如

戚继光抗倭、王伟捍卫祖国领空以及杜国富英勇排雷等影像片段，

激起学生学习热情的同时，让他们能够更加直观和切身地体悟到

本节知识的内涵精髓，为其国家认同素养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二、设计教学活动，培养劳动意识

劳动意识作为社会参与素养的基本内容，旨在端正学生的劳动

态度，培养其良好的动手能力以及劳动习惯。如今，在人们生活水

平日益提高的形势下，初中生的劳动意识日渐缺失，这不但影响着

其身体的健康成长，同时对于其正确价值观念的塑造也带来了诸多

负面影响，严重阻碍了其良好的学习与发展。对此，道德与法治教

师应当立足于学科特点，将劳动意识教育渗入到教学中来。

例如，在讲授《集体成长》的知识点时，教师可以本节课为契机，

设计一次集体性质的大扫除活动。期间，教师可在班内组建多个劳

动小组，指引各组进行劳动分工，如有的负责扫地，有的负责擦玻

璃等等，在活动完毕之后，教师与各组一同谈一谈自身对于集体认

知以及劳动心得，从而让学生的集体与劳动意识得到良好的培养。

三、布置探究作业，深化国际理解

如今，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形势下，外来文化在国内肆

意传播，不但对传统文化的宣扬和传承带来了巨大困难，更使得

学生的国际理解意识缺失。特别是初中生，他们正处于身心的快

速发展阶段，故而很容易受到外来拜金、享乐等思想的影响，阻

碍其良好的学习与发展。所以，如何培养学生正确国际理解素养

是摆在广大初中教师面前的一个难题。对此，道德与法治教师应

当正视学生国际理解缺失的严峻情况，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文化教

育元素，培养其良好的跨文化意识和民族自信。

例如，在讲授《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时，教师可依据教学内容，

布置“中国外交之路”的探究性课后作业，指引学生在课后依据

网络或图书馆之便查阅相关资料，记录我国自古以来的外交历程，

如探究郑和下西洋、古代丝绸之路以及一带一路等外交事迹。通

过这样的方式，不但能强化学生的章节认知，而且也能让他们的

全球意识和国际理解素养得到有序化培养，进而推动其社会参与

素养的提升。

四、引入课外实践，激发社会责任

诸多教育实践证明，若想实现教学效果的提升，单纯依靠口

头讲授是没有效果的，教师还需重视课外实践的引入，从而为学

生提供内化和巩固新知的契机。而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为

了发展学生的社会参与素养，潜移默化中帮助去树立正确价值观

与健康道德观，教师应当秉承理实一体化的教育思路，积极推动

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的深度融合，依据教学内容与学生一同开展

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从而让他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体悟到相关知

识的内涵精髓，实现其社会责任意识的有序化提升。

五、结语

总之，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落实社会参与素养教育有着

良好的现实意义，教师还需秉承生本教育观念，不断延伸和探索

教育方法，加强学生国家认同、劳动意识、国际意识以及社会责

任的培养，进而在实现教学有效性提高的同时，为学生的健康和

全面成长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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