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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背景下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路径研究
张　霞

（靖远县东升中学，甘肃 白银 730622）

摘要：在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和常识外，更应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行为意识以

及规则意识，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在本文的论述中，笔者主要以核心素养为背景，开展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教学，让学生逐步树立

良好的道德品质、政治认同感和法治观念，真正促进他们核心素养的形成，提升整体的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质量。在具体的落实上，笔

者主要从核心素养下的开展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的注意点及必要性、现阶段开展此门课程存在的问题以及具体的实施路径等角度进行此

部分内容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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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发育尚

未成熟，不具备较强的自我判断能力和控制能力。针对这种状况，

教师通过开展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获

得正确的价值观，促进学生行为约束能力的提升，让他们以初中

道德与法治的视角观察社会、他人，促进学生正确思维意识的形成。

在本文的具体论述中，教师注重从如下几点入手：

一、核心素养下开展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的注意点及必要性

初中道德和法治包括如下方面的内容：人生价值、社会和谐、

文化自信、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法治观念、心理健康、道德品质。

在实际的课程开展过程中，教师可结合不同年级阶段的学生，灵

活渗透相应的核心素养内容。比如，针对七年级的学生，教师可

以重点讲授法治观念、心理健康、道德品质；针对八年级的学生，

教师可以重点讲授社会和谐、法治观念和心理健康。教师通过针

对不同学生的学习状况，采用不同的核心素养渗透，不仅可以让

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应的知识，还能促进学生正确价值观念思维方

式的形成，获得良好的核心素养教学效果。

与此同时，在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加强学

生价值观念的培养，并在具体的培养过程中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心理发展状况灵活采用针对性的授课方式，

让学生以初中道德与法治核心素养为思考点，进行相应个人生活

的思考和反思，促进学生正确思维意识的形成。

除此之外，在开展道德与法治核心素养的教学过程中，教师

应注重培养学生正确处理好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

会之间的关系，让学生更好地在处理三者关系的过程中形成正确

行为导向，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二、现阶段开展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存在的问题

（一）不重视初中道德与法治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过程中，大部分的教师和学生认为语

数外是主科，需要重视，而初中道德与法治是一门副科，不需要

重视。这也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并未将真正的主要精力放在

此门知识的学习中，造成学生学习方面的畸形，致使整体的道德

与法治教学效果不理想。

（二）教学缺乏生活性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授课过程中，教师并未真正研究初中道

德与法治教学内容，也并未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水平以及具体的

生活，灵活采用相应的授课方法，导致学生在实际的初中道德与

法治学习过程中，未曾深入理解相应的理论知识，进而导致他们

对于初中道德与法治学习存在严重的逆反心理，从而不利于学生

核心素养的形成。由此可见，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过程中，教

师需加强教学的生活性。

（三）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存在严重的以教

师、教材为中心的思维导向。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部分教师只

是一味地向学生解释初中道德与法治的知识，让学生通过教师的

解读理解知识，并不注重为学生搭建独立思考的课堂，这也导致

学生在实际的课堂学习过程中，无法真正运用个人的生活体会，

理解初中道德与法治核心素养的知识，从而导致教学课堂与学生

生活产生“断层感”的尴尬状况，造成整体的初中道德与法治核

心素养教学效果不理想。

三、核心素养下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路径

（一）采用角色扮演法，塑造学生优良的道德品质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真正从学生的立

场进行相应教学步骤的设置，让学生融入角色扮演的情境中，使

学生从个人的角度进行情景中的问题，真正增强初中道德与法治

教学的沉浸感，让学生在体验中，获得正确道德价值观的建立。

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开展此部分

内容的授课，并注重让学生在角色扮演后进行相应的表达，还需

结合学生的表达进行针对性的指导，使学生真正学会实践、思考，

促进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例如，在讲述规则这部分内容时，教师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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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扮演红绿灯路口的各种角色，使他们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

真正体会到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在具体的落实上，教师注重

从如下几点入手：第一，引入趣味情境，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在

课前，教师在网络上搜集了大量违法交通规则的搞笑视频，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实现由情境向教学的隐形化过渡。第二，开展角

色扮演。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教师让学生选择视频中的角色，

并组织他们开展此次角色扮演活动。第三，介绍角色扮演情境。

在角色扮演过程中，教师扮演的是驾驶者的角色。在实际的角色

扮演中，教师有意识地将刹车踩在油门上，让个人驾驶的汽车冲

向学生。在此种情形发生时，教师发现一部分学生选择逃离，另

一部分学生当场呆住。第三，分享角色扮演体验。在角色扮演结

束后，教师邀请学生分享角色扮演体验。学生一说：“通过扮演

相应的角色，我真正意识到了遵守规则的重要性。当时我们每个

人都遵守规则，但是我们不能阻止他人的行为。一旦有其他人不

遵守交通规则，最终损害利益的是大家。为此，在日常的生活后

中，我们不仅需遵守交通规则，而且还要让每个人遵守交通规则，

构架更为秩序化的交通环境，维护大家的利益。”通过开展角色

扮演的方式，教师真正让学生设身处地思考相应的问题，促进学

生规则观的构建，使他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二）开展多媒体教学，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感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教学过程中，为了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

感，教师可以转变原有的以课本为中心的授课模式，真正引入相

应的生活化视频，让学生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真正了解相应的政

治知识，即将抽象的知识以情景化的方式展示，使学生更为直观

地了解相应的政治知识，促进学生政治认同感的形成。与此同时，

教师可以构建层次性、对比性的多媒体情境，让学生真正在对比

的过程中了解我国的政治状况，增强他们的政治认同感。

例如，在进行“基本的经济制度”这部分内容的授课过程中，

教师可以采用多媒体的方式授课，并以相应的时间段为节点，展

示对比性的情景，让学生通过观察相应的情景，真正了解我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使学生正确认识我党的领导，促进学生正确

价值观的形成。在具体的落实上，教师可以从如下三点入手：第一，

播放情境。教师可以分别播放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以及现

阶段三个方面的生活情景，让学生了解我国人民在不同时期的生

活状况，让他们进行相应情景的对比，使学生真正在思考中好奇

心的作用下，投入相应问题的思考中。其次，适时引导。因为学

生已经具备一定的思政意识和知识，所以教师可以以时间段为启

发点，让学生进行思考，比如 1978 年，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认

识到改革开放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意识到我国经济制

度的优越性，促进学生政治认同感的形成，更加坚定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再次，开展课堂交流。在此部分情景展示结束后，教师

鼓励学生分享学习感受。一位学生说：“通过进行相应视频的观看，

我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开展改革开放的必要性。通过改革开放，人

们不仅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而且更为积极地投入到相应

工作中，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通过对外改革开放，

我使用了很多外国的设备，满足了自我的生活需求。这让我更加

相信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开展视频化的教学情景，

教师让学生更为直观地了解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深入解读这种

状况背后的原因，增强学生的政治定位，提升他们的政治认同感。

（三）开展课堂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法治观念

在进行相应政治知识的教学过程中，为了让学生直观地理解

法治知识，教师可以采用课堂实践活动，进行此部分内容的授课，

让学生真正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加深对政治知识的认知，促进学

生法治观念的形成。

例如，在进行“民主与法治”这部分内容的授课过程中，教

师通过开展班级实践活动的方式，让学生真正加深对于民主的认

知。在具体的落实上，教师注重从如下几点入手：首先，展示生

活情境。教师在班级中开展班委会评选活动。其次，设置规则，

教师选出 5 位候选人，让学生从 5 位中挑选个人认可的候选人。

再次，开展投票。在投票选举的过程中，教师采用不记名投票的

方式，让学生进行班委会的评选。最后，分享体验。一位学生说：“通

过开展班委会的评选活动，我真正感受到班级主人翁的地位，即

享受到选举的权利。与此同时，我加深了对于民主知识点的认知。”

通过开展班级实践活动，教师让学生在班级的实践活动中充分行

使个人的权利，促进学生民主意识的形成，让他们树立法治观念。

总而言之，在开展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核心素养教学过程中，

教师既要从具体的课堂教学内容入手，又需将具体的教学活动落

实在学生的生活中，并结合学生的实际回馈进行针对性的引导，

使学生独立思考相应的核心素养内容，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逐

渐加深对核心素养内容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引导学生在

日常的生活中将核心素养作为约束个人行为，形成个人思维品质

的重要标杆，真正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推动他们的全面发

展。与此同时，在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真正从

各个角度入手，提升个人的教学水平，扭转个人错误的教学观念，

提升初中道德法治核心素养的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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