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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多变　让《道德与法治》课堂更亮丽
——我的高效课堂

谢书芹 1 和洪玉 2

（1.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郑家镇中学，山东 聊城 25200

2.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实验中学，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文章用层层递进的方式，逐级说明高效课堂的形成过程。通过课前准备，课堂上的 讲课方式和提问方式、评价方式，以及作

业的灵活布置体现高效课堂的课堂效果，然后通过平时的“充电”，提高素质，服务“高效课堂”； 用爱导航，为“高效课堂”铺路奠基，

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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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当今的教育形式改

革如雨后春笋，当今教育形式下的教师更应该顺应时代的要求，

不断与时俱进，去迎接教学工作的挑战和随之而来的机遇，从而

让自己在新的教学过程中更得心应手。

高效课堂集中表现为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它也是

一种教学理想，其意义是为现实教学产生一种动力、牵引、导向

作用。每一个学科要想促进高效课堂，必须紧紧把握本学科特点，

提升自己的教学思想和教学能力。《道德与法治》这一学科具有

时效性和实践性强的特点，作为新的教育形式下的一名道德与法

治老师，我积极采用有效的教育手段促成自己的高效课堂。具体

做法如下：

一、课前充分准备，力促“高效课堂”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想拥有一节令自己满意的

“高效课堂”，必须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为使课堂活跃而有效，

让学生乐于上这门课，我在课前及时准备和这节课有关的故事、

歌曲或新闻材料，构思好课堂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前几年因农

村条件有限，我往往都是把自己的小黑板或手机用上，作为课堂

最佳的教学教具，现在我们农村教学条件大大改进，也拥有了现

代教学硬件设施，所以课前准备更充分。

二、课堂方式多变，打造“高效课堂”

（一）改变传统提问方式，挑动学生积极性

大部分老师上课提问要么拿着点名册，要么提问学习好的学

生，总之这些方式在我看来不能调动每个同学的积极性，所以我

把全班同学的名字分别写在一张小卡上，上课时，我采用抽签的

方式提问，这样每个同学都有被提问到的可能，也可能这一节被

提问好几次，这样，课堂上每个同学都不会放松，每个时间段他

们都有事可做。提问时根据被提问学生的程度我及时改变问题的

难易程度，让学生有话可说，也让课堂百花齐放，这样也尊重了

学生的差异，让每个学生都拥有自信。这种方式得到了同学们的

欢迎，我也由此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尊重。

（二）创设有效的情境，让师生愿意互动。

在《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我常常通过歌曲、故事、广告、

漫画、游戏小实验、小操作等多种手段，化枯燥为生动，化抽象

为具体，把学生引入“引人入胜”的境地，为学生创设乐学的情境，

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学生的参与激情、求知欲望，让课堂热起来，

使学生在瞬息间激起思维的涟漪和浪花，积极主动地与老师合作

探索新知。

如在学习《做个聪明的消费者》这一内容时，那年电视流

行穿越剧，所以为了让学生更深刻感受消费者权利是怎样被侵

犯，我们任何维权的，我给他们彩排了一个新闻直播节目，让

新闻记者报道古代人穿越到现在的所见所闻，设计了几则新闻

现场：秦始皇下饭店，关羽买车和杜甫买房。让参与者和观众

都以直观的方法感受和理解知识点，包含的道理不言如喻，这

不仅促使了师生、生生互动，更有利于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和知

识运用，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于是，我的课堂总是充满了笑声、

歌声、掌声和争论声，紧张而有序，学生们也因此喜欢上了《道

德与法治》课。

（三）不时进行角色互换，学会换位思考

传统的教学方法，总是老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学生在下面

一头雾水还要佯装什么都懂，一节课下来，老师感觉很累，学生

也感觉很累，学生感觉就是给老师上课。为此我改变了这种方式，

我有时会把教参给学生，让他们课下备课，课堂上做老师，有一

次一个学生老师上课时，铃声响起我才进教室，然后坐到教室成

为学生中的一员，而那位“老师”则俨然一位老练的教师在讲台

上侃侃而谈，时而提问，时而讲解，而我则和其他同学时而讨论，

时而回答问题，一节课很轻松上完，才猛然发现校长坐在教室听

了一节课，而我和这位“老师”却全然不知。这种“换位”的方

式让师生都感到新鲜，也品尝彼此身份的滋味，因此大家更懂得

了彼此尊重，使教学如虎添翼。

（四）评价方式多样，提高学生竞争力

旧式的课堂教学，学生回答干巴巴的，没有激情，尤其到了

初中，学生回答问题更显得异常被动，为改变这种方式，我除了

运用前面提到的抽签的方式，还把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小组，每节

课都让小组之间进行评比，根据回答问题的对错、次数，以及上

课的积极性来评分，最后得出胜负，受罚小组在下节课上课时找

出一首和课文内容有关的歌曲演唱，惩罚方式既可以让学生接受，

也可以活跃下节课的上课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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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会放手，引领学生的实践性学习

美国教育教学中流行这样一句话：我听了，我忘了。我看了，

我知道了。我做了，我懂了。这句话充分证明了实践在知识感悟

中的重要地位。

《道德与法治》课正是在学生逐步扩展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

与他们一起体会成长的美好、面对成长中的问题。“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是《道德与法治》

课的生命所在。因此这些年我一直尝试在课堂上进行情景教学，

引领学生进行实践，几经推敲，开始对自己以往的教学方式进行

了“磨”，经过几届学生的慢慢实践，从而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

了简单的突破，得出必须对学生进行“放手”。

1.“放手”准备——学习分工

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按优、良、中、差分为一组，每人在

本组内获得不同的分工，单独完成本组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在疑

难问题、重点问题上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借鉴，达到共同进步的

目的。

组长根据整理和排序的情况进行分项汇总，并形成有针对性

的观点，教师根据各组汇总进行评比，一周一汇总，评比出冠军

小组，在班级内展示，让其他小组借鉴。

2.“放手”过程——教学分层

情境的内容和形式应适合学生的生活经验与年龄特征，情境

的创设要根据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而设计。因此，我决定不同年

级情景教学的方式不同，七年级是领入门的阶段，可以给他们制

定模式；八年级开始放手，让他们开始学会独立完成实践活动；

九年级大胆放开，让学生自由构建情景教学。

陶行知先生指出，教科书应是“活的、真的、动的、用的；

而不是死的、浮的、静的、读的”。《道德与法治》课就应该坚持“在

生活中教育，在活动中教育”的基本思路。给学生提供一个个性

得以张扬、能力得以发挥的舞台，也就是说，道德与法治课的教

学必须加强课堂教学实践性开展，以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实现

全面发展。但是我们的教学要巧妙创设符合学情的生活化教学情

境，设计基于教学，适合学生，让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人，使他们

在亲身实践和亲身经历的过程中有所得、有所感，还要根据他们

自身的特点循序渐进。

通过对自己教学的不断“磨”，让学生的实践性学习真正得

到实效。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在教学中要学会对学生慢慢放手，让

他们独立去飞 !

三、课下作业有效，巩固“高效课堂”

《道德与法治》课是一门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的实践课

程，为了达到对学生的德育目的，我常常布置一些实践性的作业，

比如：让学生调查周围的环境问题，写出调查报告；观察家中成

员的关系和相处情况，写出经验、教训和建议；把在家看的电视

和教材知识点进行结合，等等，这样既可以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德育，

又可以达到学习的目的，及时的巩固了课堂内容，做到了理论联

系实际。

四、平时不断充电，服务“高效课堂”

要想给学生一滴水，自己必须要有一桶水。一堂高效的课堂，

必须要有一个高素质的老师来掌控和操作，现在的老师不再是以

前的教书匠，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导演、很好的演员。为了让自

己成为一名更好的指导者，我课下阅读了大量和教材有关的书籍，

并及时做了摘抄，看青春偶像剧、听流行歌曲，掌握网络流行语等，

以便能更好的走进学生，融入学生。我还积极参加一些教育培训，

吸取其他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让自己的课堂变得更有声有色，

更吸引学生。

五、生活中用爱导航，奠基“高效课堂”

“亲其师，信其道”，这句话是真理。课堂上是我是他们的老师，

课下我是学生的朋友，这些年来，我坚持用一颗真诚的爱心去爱

每一个学生，也同样得到了学生的爱。我所任教的学校是一个乡

镇中学，这个乡镇副业比较发达，人们生活水平比较高，但是人

们的文化水平较低，总体素质不高，离婚比率较高，所以好多孩

子处在单亲家庭，或者家长忙于生意，忽略他们的成长。

每届学生都有一些问题孩子，我不仅没有歧视他们，而是去

关心、去爱他们，给他们信心，告诉他们做人的道理，并把“学

会做人”作为班训，去挖掘他们身上的亮点，去抚慰他们受伤的

心灵，学生们坦诚的向我倾诉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破碎的家庭带

给他们的伤害，跟我交流朋友之间真挚友谊带来的快乐，生活中

得不到理解的烦恼，物质充裕、精神匮乏的痛苦等，所以我和每

一届学生的感情都比较浓厚，我所带的班级也就像一个温馨的家

一样。

学生都说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在生活中用上了，也体会到了《道

德与法治》课的魅力。更关键的是他们在我的课堂，我的班级学

会了好多做人的道理，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每个节假日毕业好

久的学生发个微信，打个电话送来真诚的祝福，让我感觉我还和

他们在一起，学生们能把我当朋友一样去交往，这对我不仅是一

种欣慰，更是一种激励，也因此，我的课堂呈现的是一种轻松温

馨的氛围。这，就是爱的回报。我也相信，这爱，会让我的课堂

更高效！

六、结语

我没有过高的教育理论，我也没有过硬的教育本领，我只是

用我的一颗心去营造每一堂课，去爱每一个学生。教育上我虽然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也更清楚自己在教学上的弊端和不足，

社会在发展，教育模式在进步，作为新时代的老师，尤其是道德

与法治老师，更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和完善自我，只有这样

才能够使自己的课堂呈现更多的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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