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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情境创设
张　辉

（常州北环中学，江苏 常州 213101）

摘要：由于初中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价值观初步形成的重要阶段，所以只有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才可以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

观念与法治观念。因此，在初中加入关于道德法治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而情境创设便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法治

与道德方面的相关知识。本文将结合实际情况，对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中情景创设的有效方式进行详细分析，以期为今后开展的相关工

作提供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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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各个不同阶段的学生教育水平也都在有所提升，而教育的形式也

不再是传统的文化课教育，更加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

的实施也为学生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初中生原

本就处于一个较为敏感的时期，各个方面的意识形成尚不完善，

因此极其容易受到社会中不良风气的影响而出现思维的偏差。因

此，加强对出生生的道德与法治教育至关重要。为了保证法治教

育的顺利进行，教师可以通过情境创设的方式，让学生可以更好

地接受并理解相关知识，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与法治观念。

一、初中道德与法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若是从道德层面进行分析，学生现阶段主要是存在传统文化

缺失及价值观念不完善这两方面情况。受到社会浓厚的拜金主义

思想的影响，学生缺少对传统文化以及优秀文化传统道德的正确

认知，没有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在日常生活中存在较

多的失信行为，这种不良行为的形成与出现，将会对学生今后的

成长就业造成诸多影响。在价值观方面，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为思想意识多元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也

滋生出一些负面文化与价值观。部分初中生在日常生活中较容易

出现一些损人不利己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不仅是对他人，更是对

自己的各方面成长造成了诸多影响。若是从法治层面进行分析，

目前学生对于法治的了解并不是十分充分，往往存在法律意识淡

薄的情况。大部分学生都可以充分认识到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性，但是由于法治教育不足导致学生的法治意识较差，进而出

现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不利于学生成长。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现阶

段在初中教育中加强道德法治教育的重要性，只有加强对学生道

德法治观念的培养，才可以进一步完善学生的价值观念，为学生

的健康成长奠定有利基础。

二、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根据以上内容所述，初中生道德法治方面的认知存在着较多

问题，并且初中生正处于思想发育不成熟阶段，由于在此阶段初

中生对于很多事物的认知并未形成正确的认知观念，因此这也就

需要教师及学校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通过教学这一手段来引

导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法治观念。进行初中生的道德法治教学是

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实施已经充分说

明法律制度在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只有引导人们遵守

各项法律规章制度，并提高个人道德修养，才可以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加强初中生道德法治教育，在学生

成长的过程中为其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念，使学生可以在潜移默化

当中理解道德法治，为培养优秀社会发展人才创造有力条件，符

合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从另一方面来看，初中生道德法治教育的有效进行，是我们

在教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必然需求。素质教育的实施在教学

的工作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仅仅要求教师在多个角度、

多个层次对学生进行培养，还需要密切关注学生的道德法治意识，

以此来避免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出现道德法治问题。这也充分说明

初中生进行道德法治教育的重要性，不仅仅要让学生在知识、个

人能力方面有所提高，更为主要的是要培养学生良好文化素养与

道德情操，从而避免学生出现违法的犯罪行为，以此来引导学生

走向正确人生轨迹。

三、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中情境创设的运用

（一）合理运用多媒体

在当今科技时代背景下多媒体教学是衍生出的一种相当有效

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有助于营造学生更喜欢的教学氛围，是情

境创设过程当中需采用的一种必然方式，这种方式同时也有助于

实现道德法治教育的多元化，拓宽拓展教师教学思路，利用多样

化课堂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学习积极主动性，

并自主参与到教师组织的课堂教学中，有效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

使得道德与法治教育更加高效。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

仅采用了单一性的教学手段，为学生普及道德法治方面的知识，

这样不仅削弱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同时不利于学生记忆与理解。

结合以上所述，在今后的初中生道德法治教育教学中，教师应当

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的趣味性，在课堂教学前综合整理课堂

教学学习内容，收集相关教学图片、影音教学资料等内容，在课

堂上寻找时机为学生播放，以达到吸引学生注意力的目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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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助于烘托一种良好课堂情境与氛围，使得教师课堂教学中讲

述更加具有辨识度与影响力，加强学生对相关道德法治知识的理

解，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图文声并茂的优势。

（二）充分利用故事情节完成情境创设

良好故事情节的运用可以让学生从故事中获得启发，并产生

联想，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并掌握道德与法治方面的相关知识，

对于深化学生理解、提高道德与法治教育有效性而言，具有重要

的作用，同时利用故事情节也可以更好完成情境创设，让学生在

情境创设的过程中，体会到道德与法治重要作用，从而达到引导

学生的目的。例如，教师可以孔子拜师为学生构建故事情节：孔

子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而在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是远近知名的优

秀老师，可是孔子认为自己的学识不够渊博，在他 30 岁的时候毅

然离开家乡，去洛阳拜老子为师，并且对老师十分尊敬，最终学

成而归。在为学生讲授这一故事以后，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

向学生提问：从孔子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哪些优秀的道德品质？

由此来引导学生对于《孔子拜师》这一故事情节的深度思考。这

个故事情节，充分体现出了孔子尊师重道的品德与素质，而学生

通过思考便可以联系到自己日常学习与生活中与教师之间的关系，

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并理解师生关系，使得学生在今后可以更好地

理解老师的用心良苦，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与水平，同时也有助

于师生之间构建更为良好的关系。

（三）联系生活实际创设故事情境

任何教学都需要与生活实际相互连接，只有这样才可以将抽

象的、难以理解的知识，具象到生活中，从而减小学生的学习难

度，深化学生对于知识内容的理解。道德与法治学生的日常生活

联系较为紧密，因此通过联系生活实际，开展相关的教学工作可

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道德与法治的相关知识内容，全方位提升学

生的思想认知。因此，教师在利用情境创设来加强学生对知识理

解的过程中，就可以进一步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可以从生活实

际中获得相关的感悟。教师在为学生讲授关于友谊的相关知识时，

就可以联系生活实际，为学生创设一个故事情境：如果你的朋友

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那么身为他的好朋友你究竟要不要指

出他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故事情境与学生日常生活的联系较为紧

密，也是学生在生活中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引导学生对这一生活中的问题进行深度思考，影射出关于友谊

的相关知识与内容，使得学生在今后可以更好地处理自己与朋友

之间的关系，避免朋友之间出现冲突。为了更好地达到教学效果，

教师也可以让学生通过表情、语言、动作等，表现自身的真实想法，

提高学生对友谊的认知。

（四）在情境创设中融入情感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的建设过程中，初中生情感方面的相

关教育问题也相当重要。课堂中融入情感，不仅有助于情境创设，

同时也可以构建良好师生关系，学生今后会更加主动参与至课堂

中。现阶段学生能否认真吸取教师所讲授的内容很大因素取决于

学生是否喜欢任课教师，如果学生喜欢老师那会更加积极地参与

教师所讲授的内容中，反之若是学生不喜欢老师，学生便会产生

部分消极负面的学习情绪，进而影响到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有效性。

因此，初中教师在进行道德法治教育的过程当中，应当充分考虑

学生个人感受，与时俱进，在教学中可通过幽默有趣的课堂语言，

以此来减轻学生学习压力及课堂紧张感，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学

习氛围，使得学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良好的学习与情感体验。

在情境创设当中融入更多情感内容，一方面可以减轻道德法治教

育课堂的枯燥乏味，活跃课堂教学，拉近学生教师之间距离，减

少教师教学难度；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情感教学，引发学生个人

情绪，促使学生可以从自身角度出发，来关注教师所讲授的相关

道德法治教学内容，引起学生情感共鸣，从而深化加强当前社会

学生对道德法治教育的理解。

四、结语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初中生在道

德与法治方面的认知存在一定的缺失，而这些为学生今后良好发

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初中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情景创设的方式，

通过合理运用多媒体，充分利用故事情节完成情境创设、联系生

活实际创设故事情境、在情境创设中融入情感等方式，来提高课

堂教学有效性，深化学生对于道德与法治知识的理解，培养良好

观念。

参考文献：

[1] 罗俊 . 激活初中道德与法制课堂的方法与途径 [J]. 速读（上

旬），2018（12）：184.

[2] 张其均 . 浅谈如何做好初中道德与法制教学工作 [J]. 中外

交流，2018（48）：135.

[3] 王永平 . 如何提高初中道德与法制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J].

软件（教育现代化）（电子版），2018（11）：232.

[4] 申淑荣 . 初中道德与法制课程中的情感研究 [J]. 软件（教

育现代化）（电子版），2018（10）：85.

[5] 吴亚文 . 初中道德与法制课堂教学方法之我见 [J]. 软件（教

育现代化）（电子版），2018（10）：108.

[6] 黄天灵 . 谈在初中道德与法制教学中如何转变角色进行情

境教学 [J]. 魅力中国，2017（26）：54-55.

[7] 刘文泉 . 提高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效果之我见 [J]. 新

教育时代电子杂志（学生版），2018（14）：142.

[8] 王永昌 . 情境教学法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中的运用探究 [J].

赤子，2018（5）：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