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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学生主体，建趣味课堂
——《道德与法治》生活指引课程构建

叶　爽

（吉林省实验中学，吉林 长春 130021）

《道德与法治》学科是一门以学生拓展的生活为基础的课程，

是以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导向的课程。随着近

年来国家对《道德与法治》课程越来越重视，建立什么样的《道

德与法治》课堂，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成为了亟待

解决与研究的问题。

在从事《道德与法治》德育学科教学中，不断思考与学生沟

通交流的方式，传道授业解惑的方法，尤其是使学生既能学到对

生活有用的、指引生活的的知识，又能够完成中考教学目标的方法，

以真正为学生生活服务，为学生梦想起航。在教学过程中，力求

不断探索适合《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教学方法，通过对情境教学

法、案例教学法、导学案法、小组合作探究等方法的研究，发现《道

德与法治》课堂的教学模式应该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趣味性和生

活性极强的学科。《道德与法治》学科正因为其源于生活指引生活，

这种生活性就要求道德与法治课堂应该是活泼的，是充满学生的

生活场景与片段的。在新时代的课堂中，随着学生主体地位思想

越来越深入人心，树立以学生为的主体的课堂效果越来越明晰，

以学生为主体的、贴近生活的道德与法治课堂的构建，越来越值

得思考，具体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着眼学生需求

教师在备课环节，在对教学内容进行梳理的基础之上，要对

学生对知识的需求进行激发预案，以学生的需求为出发点进行教

学设计。以学生需要为出发点，还应该对学生未来着眼，为学生

今后的生活着眼，立足于学生现有的生活困惑。着眼学生需求，

还应考虑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度，并通过采取情境激发、问题探究

等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如在讲授《延续文化血脉》一课，教师应将学生对中华文化

现有知识储备进行了解，着眼于激发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信心。由

于学生对中华文化并不陌生，因此在教学设计中应着眼学生对相

关文化知识予以表达的需求，在课堂中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在

对文化进行介绍分析的过程中，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

二、教学中切实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

学生主体地位的落实，是道德与法治生活性课程构建的关键。

学生的主体地位，是指在教学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激发、学生

的思维被打开能够大胆思维乐于发表看法的状态，是指在教学中

学生能够真正参与其中，溶于课堂教学的一种表现。学生主体地

位的落实，需要教师构建和谐的课堂氛围，能够师生相互尊重，

乐于沟通，共同探讨新知。

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是应该建立在学生有所需求基础之上的

教，建立在学生的求知欲望基础之上的学。在教学中，教师如果

只注重教的过程，而忽视了对学生求知欲的激发，教学效果显然

是不够令人满意的。在教学中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增加课堂趣

味性，引入生活性情境对于学生兴趣度激发具有积极作用，有助

于《道德与法治》生活指引课程的建构。

三、采用生活性情境辅助课堂

生活性情境的构建，能够拉近学生与课程之间的距离，选择

恰当的情境是生活性指引课程构建的重要环节。生活性情境的构

建需要将情境与学生的需求与学生的感官紧密结合，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设置连接学生生活的问题，展开对问题的共同

探讨，在探讨中提升学生能力，增进学生知识储备。《道德与法治》

课程情境的设置需要依托于学生扩展的生活，设置与学生较近的

生活情境，在课程中通过多媒体或教师语言烘托的方式，将学生

代入生活性情境，在情境中进行问题探索。

如在讲授《创新改变生活》一课时，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问

题性生活情境的模拟，如在路边焦急的等待公交，有什么方法能

知道，公交车所在位置，以缓解焦急情绪呢？学生大胆猜疑，提

出解决手段。教师展示微信小程序“车来了”，引出“车来了”

程序的发明就是创新。在以此情境为依托，探讨创新的目的，即

增进人类福祉，让生活更美好。

四、教学模式多样化，增强课堂的趣味性

课堂趣味性的构建，是增进学生参与的有效手段。根据学科

内容的不同，教师应开拓思维思考趣味课堂构建的方法。教学模

式多样化应立足于教学目标及教学重难点，模式的采取应以课程

教学内容的不同而采取灵活方式。可以是以模拟法庭、学生情境

表演等形式的活动，也可以是贴合学生主体与教学内容吻合的视

频资料，可以对视频资料进行充分挖掘，并上升到生活的层面，

以对学生进行生活启示性教育。

五、注重生活性指引课程目标达成

生活性指引是指通过《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探索，能够真正

为学生现在或将来生活指引或服务。生活性指引课程的构建，需

要《道德与法治》课程在开展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需

要教师不唯知识讲授还应注重对学生生活性指引。如在讲授《生

活在新型民主国家》一课时，教师可以利用教材中内容加工进行

情境模拟：“假设你是一位政协委员，针对本学校存在的问题，

写出提案。”情境模拟来源于生活，学生能够在模拟中感受民主

的力量，能够在提案过程中思考校园中的问题，从而帮助学生从

情境模拟中找到现存解决办法，为今后生活服务，增强民主意识。

六、结语

立学生主体地位，构建趣味课堂，以生活为指引为生活服务

的课程模式的构建，对于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具有促进作用，能

够实现学生更好地学，以及教师更好地教。学生能够主动学，教

师在立足学生主体基础上有所引导的教授。《道德与法治》课程

来源于生活，在课程教学中立足于生活，最终为生活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