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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初中《道德与法治》与德育的融合
朱宣东

（济宁市兖州区第十一中学，山东 济宁 272101）

摘要：初中《道德与法治》的很多内容与德育内容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在开展此门课程与德育融合的过程中，教师在找准两个内容

相似性的前提下，构建最具实效性的授课方式，让学生反思、感悟，促进他们正确价值观形成，获得良好的德育教学效果。

关键词：初中教学；《道德与法治》；德育融合；教学策略

立德树人是开展开展教育的重要目的，初中《道德与法治》

是进行德育教学的主要课程。在进行此部分的授课过程中，教师

一方面要让学生掌握基础性的知识，另一方面注重将德育知识融

入到此门课程的授课中，让学生获得知识和思想境界的双重提升，

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在本文的论述过程中，教师注重从初中《道

德与法治》与德育融合的必要性、教学瓶颈以及实施策略三个角

度论述此部分内容。

一、初中《道德与法治》与德育融合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初中生处于青春期，他们思想波动大，极易受到

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产生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与此同时，由于

我国开放性经济程度的逐渐加深，各种外来思想开始充斥学生的

头脑，对他们正确思维的形成造成不利影响，极易导致学生作出

不正确的行为。对此，通过在开展《道德与法治》的授课中融入

德育内容，教师一方面可从学生的心理入手，开展相应的心理调

节教学，让学生更为客观地认识各种不良的心理，并掌握相应的

心理调节方法，促进他们的内心的强大，另一方面，可融入相应

的德育内容，真正让学生在学习此部分知识的过程中更好地处理

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

促进学生应对各种关系的能力，为他们为个人的成长营造良好的

环境，并掌握相应的知识，获得全面的成长。

二、初中《道德与法治》与德育融合教学瓶颈

（一）存在较强的功利思想

生本理念成为现阶段教学的主要方向。教师在开展初中《道

德与法治》的教学过程中，需真正成为学生知识学习的引路人，

让他们自主探索、思考和感悟，并对他们进行针对性指导，让学

生获得正确的价值观。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存

在严重的功利心理，将教学的重点放在提升学生的考试成绩上，

并通过大量练习的方式让学生记忆相应的知识，以达到在短时间

内提升他们成绩的目的。这种教学方式体现出较强的功利思想，

既违背了教学改革的初衷，又不利于学生掌握相应的知识，无法

促进他们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导致整体的教学效果不理想。

（二）教学内容存在滞后性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的内容中，有些内容并不符合学生的

实际生活，也不能紧跟时代潮流，导致学生并未真正在学习相应

内容的过程中获得正确价值观。与此同时，部分初中《道德与法治》

教学内容深奥难懂，多用于考试中，这也导致学生在学习这些内

容时常常产生抵触情绪，导致最终的教学效率相对低下。此外，

部分教师并未真正从实际出发，灵活构建与教学内容相符的授课

形式，即运用灌输式的模式授课，导致学生并未运用个人体会解

读这些内容，而将这些内容落实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便成为空谈

了。

（三）教学方式过于单一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往往采用单

一化的形式开展初中《道德与法治》授课，导致学生厌倦这种形式。

与此同时，部分教师并不注重转变原有的思维和形式，在德育与

初中道德法治融合的过程中产生过于“生硬”的状况，而真正让

学生在此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获得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便成为空谈

了。为此，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有必要转变此种理念，并学

习新型的授课方式，为将德育与此门课程的完美融合，推动学生

综合素质的提升创造条件。

三、初中《道德与法治》与德育融合实施策略

（一）树立正确的教学观念

在让教师树立正确教学观时，学校可从教师自身、培训方式

以及德育网站的构建三个角度入手。在教师自身方面，教师需要

转变传统的唯分数论思维，真正从具体教学实际入手，从学生成

长面临的问题着力，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融入德育理念。

教师结合学生所面临的成长困惑，进行相应知识的讲解，让学生

在解决个人问题的同时，促进他们知识理解能力的提升，获得一

举双得的教学效果。在培训方式方面，学校领导首先转变原有的

只重视升学率的思维，重视德育教学，并加强对教师的培训，让

教师真正意识到开展德育教学的重要性，使他们真正在正确意识

的作用下学习多种教学方法，增强此门课程与德育之间的融合性，

培养教师正确的德育教学观。在德育网站的构建上，学校可构建

专门的德育网站，让教师在浏览网站的过程中加深对德育重要性

的认知，并掌握更多开展德育教学的方法，将这些方法运用在初

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德育内容为题材开展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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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德与法治》授课，为提升整体的教学水平创造技术条件，

推动教师综合教学能力的提升。

（二）更新课堂的教学内容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与德育内容融合的教学过程中，教师

可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以及学生成长面临的问题合理地删除或是

加入相应的内容，让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教学内容更为丰富的

同时，拓展学生的眼界，让他们真正掌握适合个人成长的知识。

与此同时，教师在具体内容的选择中可引入相应的社会热点内容，

让学生关注社会以及各项政策的变化，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增强学生政治站位的正确性。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大部分青春期

学生不喜欢当众分享个人心中成长困惑的状况，教师可运用小信

箱，让学生将心事投入到小信箱中，并将学生的实际成长困惑，

作为拓展《道德与法治》的内容，让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

中获得迷惑的解答，促进他们身心的全面发展。通过从课本内容、

引入社会热点以及结合学生实际成长问题的方式更新相应的教学

内容，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学生正确道德观念的形成，促进

他们全面地发展。

（三）构建多种形式授课模式

在开展初中《道德与法治》与德育融合的过程中，教师可学

习多种授课方式，在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增强个人教学能力的同时，

推动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促进学生知识掌握能力和思想境界的

双重提升，构建更为具有综合性的道德与法治课堂。在具体的执

行过程中，教师可注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方面一，从实践教学入手，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

在具体实践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教师可以不同的教学内容为依据

灵活采用不同的实践形式。以“爱在家人间”为例，在进行此部

分内容的授课过程中，教师以实践教学为突破口让学生在生活中

为父母洗洗脚，让他们真正在实践过程中加深对此部分内容认知，

促进学生感恩意识的形成。在实际的授课中，教师遵循如下的教

学步骤：步骤一，展示视频，引发学生的同情心。教师展示父母

工作的场景，让学生观看到父母挣钱的不易，唤醒他们的同情心。

步骤二，布置任务，号召学生执行任务。在实际学生执行任务期

间，教师使用信息技术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并进行针对性指导，

让他们真正去实践、感悟，促进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步骤三，

展示成果，促进学生感悟的升华。在学生实践结束后，教师鼓励

他们积极交流，并适时地对学生的思维进行深化，让他们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学生一：“我在为爸爸洗脚的过程中抚摸到他脚上

深深的纹理，感受到爸爸挣钱的辛苦。我在日后的生活中需关心

爸爸，并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爸爸。”在此之后，教师引导性地说：“我

们应该感谢那些帮助我我们的人，并在未来的生活、工作中为他

们提供必要的帮助。”通过采用实践的方式，教师让学生懂得感恩，

并以隐性的方式开展德育教学促进他们良好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

方面二，从生活教学着力，提升学生的心理调节能力。初中

《道德与法治》的内容中有很多内容与德育及学生的生活密切联系。

在讲解这些内容时，教师可引入生活化的案例让学生以这些案例

为镜子进行自我反思，让他们在此过程中纠正个人的思维，掌握

相应的心理调节方式，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实际课堂上，教

师引入如下的案例：一位学生因为数学成绩不理想，导致他在情

绪上产生巨大的波动，进而生了一场大病。在此次案例展示结束后，

教师让学生回想个人的生活经历，阐述不良情绪的危害。在学生

意识到不良情绪危害的同时，教师运用多媒体展示几种常见的不

良情绪排解方式，让他们在实际的生活中运用这些方式，促进他

们情绪控制能力的提升。教师以生活化教学为切入点让学生真正

在学习的过程中掌握相应的情绪方式最终达到促进他们全面发展

的目的。

方式三，使用多媒体教学法，培养学生的维权意识。在开展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教师注重从多媒体教学的形式引入

相应的案例，让学生在观看案例的过程中加深对相应法律知识的

认知，让他们树立维权意识。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在多媒体上

播放如下的案例：一位中年人买到假冒伪劣产品，拨打消费者协

会电话，维护个人的权益。与此同时，该中年人得到如下的处置

结果：该消费者获得商店的三倍赔偿以及店主的道歉。该店被勒

令整改三天。在结束上述内容后，教师让学生思考日常生活中关

于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并论述相应的维权方式。在此之后，教

师结合学生在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相应的评价，促进学生法

律意识的形成。通过采用多媒体授课模式，教师让学生将视角转

向生活，让他们意识到法律在实际生活的重要性，真正让学生在

此部分内容的学习中掌握正确的维权途径，让他们更好地处理个

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总之，在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授课过程中，教师可升级教

学观念，从学生的立场入手进行相应内容的探究，让他们认识到

此门课程知识与生活的相关性，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促进他们思想道德境界的提升。

四、综述

总而言之，在将德育与初中《道德与法治》的融合过程中，

教师需要深入探究两个的连接点，并侧重从学生的角度入手进行

此部分内容的教学，真正让学生思考、感悟这些内容，促进他们

思想境界的提升，增强初中《道德与法治》育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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