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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背景下初中《道德与法治》
大单元教学设计原则及实施路径

牛丽欣

（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实施，现代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就对教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新课改下的教育行业比起传统的教学来

说更强调的是学生能力的培养，所以教师在进行《道德与法治》教学的时候就要从整体出发，以大单元设计为主题，创设合适的教学模式，

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本文就新课改背景下初中《道德与法治》大单元教学设计原则及实施路径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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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单元教学不同于传统的教育模式，它更加强调的是学习内

容的完整性和结构性，通过大单元教学学生就能更加深入地将学

习内容整合成完全的系统，通过系统的构建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

和道德品质。

新课改的实施对教师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教师要将学生能

力的培养放在第一位，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出发单和落脚点，结

合大单元教学理念设计更加高效的课堂。

一、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定义

大单元教学就是指教师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以一个学段作为

一个整体进行教学设计，以实现知识的有效迁移为目的，构建整

体性系统性的知识系统，使得课堂内容不会出现重复，教学环节

紧凑，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中注入最多可消化知识的教学理念。

通过大单元教学设计就能从单篇教学发展单元教学，进而发

展到单元主体教学。大单元教学以“大”为着手点，也就是说大

单元教学的“大”要覆盖内容、构架和视野。

在内容的“大”上，是指教师教学的时候不再是传统单元式

教学的内容，而是要从整体出发，对整个教学内容进行梳理整合，

结合教学内容进行框架构建，将知识点整合成为完善的系统。通

过系统的构建实现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将知识点从“点”

联系成为“面”，再从“面”联系成为系统完善的知识世界。

其次，是指教学架构的“大”。传统教学都是以教师个体为

主导进行教学设计，但是大单元教学则是将每一个学科的教师团

队作为主体进行教学设计，通过教师之间的通力合作构建完善的

教学系统，让所有团队内教师都能有迹可循地构建自己的教学课

堂，指引学生们更好地实现系统性学习。

最后，是在教学视野上的“大”。教学视野是指教师在教学

的时候要突破课本教学的限制，不再是将知识点的学习和了解作

为现代学生学习的目标，而是能够联通课上课下，结合校内校外，

将视野放在实际生活，在学习中渗透更多更广泛的教育，真正实

现学生眼界的提升，让学生能够以更加大的格局看待自己学习的

知识。

在新课改的实施背景下，教育理念从传统重视分数、重视理

论知识转变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化教

育理念。换句话说，现代教育更加强调的是学生能力的培养，学

生在学习中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思维能力和眼界的提升。

大单元教学是新课改实施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它抛

弃了传统的知识“点” 式教学，将系统性的教学理念引入教学课

堂，在系统性的教学中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深入思考能力

和结构构架能力等，真正实现了新课改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在《道

德与法治》教学中，教师也要秉持大单元教学理念，将教学构建

成为系统性、整体性的框架。

二、现行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教学理念落后，无法满足学生需求

现在教育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教师的教育理念落后，教

师教学理念是多年来执教中形成的对于课堂教学活动相对稳定的

主观映像，是课堂教学现象和经验在教师头脑中长期发展形成的

历史沉淀。

所以，这也就导致教师教学的时候无法脱离过去主观印象的

限制，在教学中习惯性将以前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目的作为教学的

出发点，并未将学生能力的提升作为教学的核心。

在新课改实施的前提下，教师依旧遵照以前的教育理念进行

教学就会导致教学的时候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学习也

只是学会了知识点，并没有在学习中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

长此以往，学生就更不能具备面向未来的能力，学生本身的

特质被教师压缩，甚至消散。尤其是对于《道德与法治》教学来说，

《道德与法治》教学是关乎学生个人人格培养和道德培养的重要

学科，但是教师教学理念落后，导致学生学习的内容浮于表面，

学生个人的心理健康和道德品质没有得到有效提升，教学没有起

到作用。这对于学生来说是很不利的，对于教师来说也是失职的。

（二）院校没有重视《道德与法治》课堂建设

随着新课改的实施现在教育越来越重视学生素质的培养，但

是传统教育思想根深蒂固，使得教师和院校往往都更加注重语数

英等知识性学科，对于《道德与法治》教学的重视并不足够。

院校对于《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态度就决定了教师、家长和

学生对待其的态度，现代教师依旧以知识性学科为主，这就导致

很多《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师也对教学秉持“放养”态度，毕竟

道德的教育是渗透在生活方方面面的，教师和院校也就认为没有

必要将《道德与法治》放在重要的地位。

但这都是错误的理念，现代道德与法治教育仅仅凭借生活和

家庭的影响是完全不够的，即使现代社会风气良好，家庭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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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但是这并不能照顾到学生的全方面。

尤其是社会上还存在一些落后的观念，家长身上可能也有一

些不能适应时代的观念，学生们没有经过系统的教育就很容易被

这些观念影响，成长为看待事物有偏颇的人。

此外，现代社会和家庭都忽视了法治教育，很多学生对法律

并没有概念，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距离自己很远的教育，没有认识

到法律对自己的保护和作用，这对于学生个人利益的保障和现代

化法治国家的构建都是不利的。

（三）《道德与法治》教育没有形成系统性结构

现代道德与法治教育大部分还是秉持以前的教育方式进行教

育，也就是教师单打独斗，以个人为主导构建教学课堂。在这种

教学方式中教师就更加注重单个单元知识点的教学，并没有形成

系统完善的教学方式，这就使得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单元与单元之

间存在断层，不能将整体教学内容作为知识框架的基础。

学生对知识点没有系统的认识自然也就不会对知识点进行整

合，形成完整的逻辑思维。系统性结构能让学生将知识点分门别

类地进行规划，将规划完成的系统作为自己思考和应用的基础，

在学生需要在大脑中调动知识点的时候能够顺应逻辑将知识点输

出，应用在生活中提升自己的能力，但是现代教育并没有重视学

生系统性框架的构建能力，这也就使得学生个人能力没有得到有

效的提升。

三、新课改背景下初中《道德与法治》大单元教学设计实施

路径

（一）创新教师教学理念

教师在学生学习的路上起到的是指引者的作用，所以教师教

学能力的提升和教学理念的更新能够有效创新教学课堂，实现学

生能力的提升。

在大单元教学理念下教师首先需要改进自己的教学理念，让

自己能够跳出以前的主观印象，结合新课改要求对学生进行教育。

教师要认识到大单元教学理念不同于传统教学理念，它更加

注重的是系统性框架的构建，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就要从教材出发，

系统性地对教材进行分析，将其中有联系的知识点之间的关系以

系统性的方式梳理出来，在知识点之间构建联系，通过彼此之间

的联系让知识点成为一个大的框架结构，使得学生在学习的时候

能够将整体的系统性结构作为学习的基础，在《道德与法治》课

堂教学中更加深入地认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提升学生的道德品

质与法治意识。

例如，笔者在带领学生们进行学习的时候为了让学生能够进

一步认识与了解道德与法治的内涵，我会根据新课改的要求创新

自己的教学理念，让自己能够与时俱进，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

课堂。

我通过网络、讲座等方式对大单元教学理念进行了深入的认

识与研究，在学习中我认识到大单元教学比起传统教学更能将整

体教学内容教授给学生，大单元教学的系统性和逻辑性能够使得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更加容易理解。

之后我对《道德与法治》教材内容进行了梳理整合，运用思

维导图的方式将其中的重点和关键点联系起来，将整体教学内容

构建成为完善的系统，之后教导学生的时候就能顺应逻辑思维对

道德与法治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与了解，学生个人的道德品质与法

治意识就会得到提升。

（二）院校要重视《道德与法治》教学

院校对于《道德与法治》的态度是实现《道德与法治》大单

元教学教学的关键性所在，院校要重视到《道德与法治》对于学

生成长的重要性，结合大单元教学理念建设师资团队，通过师资

团队的构建对《道德与法治》教学进行研究，共同构建完善的教

学体系，从而实现学生人格和法治意识的培养。

院校可以通过打造校园文化和班级文化的形式实现道德与法

治教育在生活中的渗透，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学生能够对道德

与法治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与了解，让学生能够通过文化意识的影

响实现自身道德和法治意识的构建。

院校也可以举办道德与法治相关活动，让学生在参与活动的

同时对道德与法治教育有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之后教师在进行

教学的时候就能更好地结合大单元教学理念实现教学效果的提升，

将学生培养成为三观正确、人格健全的人。

例如，院校要根据大单元教学理念将教师团队打造成可以互

相交流沟通完善系统性教学的团队，通过师资队伍的打造，教师

就能齐心协力对道德与法治内容进行梳理整合，结合不同教师的

意见构建完善的系统教学模式。

院校也可以将学校的展板、标语都换成与道德与法治相关的

内容，像是道德小故事和法治科普等内容，院校也要通过会议、

座谈会的方式对教师进行教育，让教师认识到学校培养学生首先

是要实现育人，学校的功能不是单纯地让学生能够拥有专业知识

与能力，而是要实现学生道德品质、法治意识和专业能力的同步

提升。

通过做这些方式改变教师的传统观念，让道德与法治教师能

够更加深入地对学生进行教育，让道德与法治教师能够更好地应

用大单元教学设计理念。

同时，学科教育教师也会有在学科教育中渗透道德与法治理

念的意识，通过这些方式让学生能够认识到道德与法治教育的重

要性，从而更加乐意参与进教学中。

四、结语

综上所述，《道德与法治》教学对于学生的成长来说是十分

重要的，大单元教学理念的实施使得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能够

将知识点系统化，通过具有逻辑的教学体系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道德与法治教育的内容与意义，从而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与法治

意识。在当今新课改实施的背景下， 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与院

校一起合作为实现学生的道德品质培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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