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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视域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方法研究
卢国明

（云南大学附中，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随着“双减”政策落地实施，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迎来了新转变，教师要从作业设计、课后服务和教学评价等方面入手，不

断提升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质量。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要精心设计分层作业，落实以生为本理念，组织丰富多彩的小组探究活动，

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激发学生学习自主性，加强课后服务指导，科学指导学生课下复习，运用互联网导入时政新闻，提升学生社会责

任感，培养初中生良好法律意识和科学精神，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理念，发挥出道德与法治学科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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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核心是让教育回归本真，为学生创造更多自

主学习空间，缓解家长教育焦虑，不断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落实以“减”提质，以“减”促教的教育理念。《道德与法治》

是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窗口”，教师要把“双减”政策融

入课堂教学中，科学设计个性化、分层作业，挖掘学生学习潜力；

组织小组探究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对教材知识点进行拓展，让他

们主动参与到课堂互动中；积极开发时政新闻和社会热点资讯，

让学生意识到个人与国家社会息息相关的关系，提升学生社会责

任感；精心设计课后服务方案，科学指导学生作业、课外拓展活

动，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创新教学评价体系，针对学生创新能力、

合作能力、责任感和作业质量等进行分层评价，全面提升初中道

德与法治教学质量。

一、双减视域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现状分析

（一）作业设计不太合理

作业设计是“双减”改革的重点，但是目前初中道德与法

治学科作业设计不太合理，例如书面作业比重少，实践探究类

作业比重比较低，识记类作业为主，探究实践类作业为辅。这

种作业模式虽然在短时间内可以提升学生学习成绩，但是不利

于学生实践能力提升，无法架起衔接课内外教学衔接桥梁，久

而久之会让学生对作业产生厌倦情绪，不利于学生长远发展和

教学质量提升。

（二）课内外教学衔接不畅

“双减”政策的核心是减负增效，落实好以生为本理念，打

造课后服务新模式，这也是当下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改革重

点，但是很多教师只是以布置作业的方式开展课后指导，课内外

教学衔接不太顺畅。例如教师针对本节课教学重难点设计作业，

针对学生作业错题进行讲解，忽略了针对重难点组织课外探究活

动、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学生对单元知识点理解比较浅，不利于

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三）学生课堂参与度比较低

部分初中生对道德与法治课程不太重视，课堂上很少主动发

言、也很少主动搜集课外相关素材，长期处在一个被动学习的状

态，学习积极性不足。初中生更追求个性化，道德与法治课堂教

学方法比较单一，固定的课堂提问、辩论赛难以激发学生主动提

问、追问的兴趣，不利于课堂教学的有效开展，难以落实“双减”

提出的减负增效的理念，不利于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二、双减视域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改革重点

（一）科学设计课后作业

“双减”政策进一步减轻了学生做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以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目标，道德与法治作为德育教

育的主要渠道，提升作业设计质量。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要坚持

分层、弹性化、个性化设计理念，避免设计机械、重复性作业，

适当增加探究实践类、合作类作业，营造沉浸式学习氛围，凸显

单元教学重难点，用优质、科学的作业检验学生学习成果，进一

步提升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课后作业设计质量。

（二）优化课后服务模式

为了进一步缓解家长教育压力，更好地指导学生课下学习，

学校开始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一方面是指导学生完成各个学科

课后作业，另一方面则是组织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活动，为学生

提供自主学习的平台。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要制定详细的课后服

务方案，细化学科作业、社团活动、综合新闻、法律文件等，全

面提升学生学习能力和学科核心素养。

（三）组织综合实践活动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要不断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留给学生

阐述自己观点、论述知识点、合作探究的空间，提升实践活动在

课堂教学中的比重，激发学生道德与法治课程学习兴趣，提升课

堂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可以针对单元教学重点，设计新闻发布会，

引导学生通过角色扮演、新闻案件搜集和法律知识讲解等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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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学习，激发学生学习自主性，让学生发自内心爱上道德与法治

课堂。

（四）制定人性化教学评价体系

“双减”政策开辟了落实以生为本理念的新渠道，无论是作

业设计、课堂教学，还是教学评价都要把学生作为核心，制定人

性化教学评价体系，挖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让学生沉浸在学习

的快乐中。例如教师可以制定分层、多元化评价体系，首先要针

对优等生、学困生和中等生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重塑学生学习

自信心，其次，要针对学生创新能力、执行能力、团队配合度和

道德修养等对学生进行评价，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三、双减视域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改革必要性

（一）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理念

立德树人是当下德育教育主潮流，道德与法治课堂是德育教

育的前沿“阵地”，教师要坚持德育与学科教学并重的教育原则，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初中阶段正是学生三观养成的关键时期，“双

减”政策进一步精简了学生的作业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后服

务活动，为德育教育留出了更多时间，道德与法治教师要抓住这

一机遇，创新德育教育内容和形式，提升初中生道德素养。

（二）有利于落实核心素养理念

核心素养引领了新一轮课堂改革，道德与法治学科核心素养

是对这一体系的延伸，“双减”政策为道德与法治学科核心素养

培育提供了新渠道。教师要积极渗透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

意识和公共参与四大学科核心素养，围绕着四大核心素养制定教

学方案、设计作业，开展课后服务，让学科核心素养潜移默化改

变学生学习方式，提升初中生核心素养。

（三）有利于优化家校合作模式

“双减”政策的出台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教育焦虑，扭

转了家长的教育理念，避免他们盲目为孩子报考辅导班，引导家

长关注孩子道德素养、体育素养等，把全面发展理念传递给家长。

道德与法治教师要借助“双减”政策开展家校合作，渗透感恩教育、

孝道教育，鼓励学生感恩父母、回报父母，为家长推送科学育儿

信息，构建良好的家校合作育人模式。

（四）有利于打造道德与法治高效课堂

“双减”政策的本质是减负增效，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要利

用好课堂每一分钟，课堂上组织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活动，帮助学

困生克服学习障碍，课堂之下利用课后服务指导学生学习。例如

教师可以利用微课导入社会热点新闻，激发学生发言积极性，鼓

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辩论，提升学生知识运用能力和社会责

任感，引导学生在课下搜集本节课相关知识点，开拓学生学习视野，

提升学生学习能力。

四、双减视域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方法

（一）设计分层作业，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首先，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层，分为基础、

中等和难度作业，基础和中等难度题目属于必修作业，难度题目

属于选修作业，留给不同水平层次学生探究和反思的空间，难读

题目可以作为课后服务教学重点。例如教师在讲解“法律保障生活”

一课时，围绕本节课法律对生活的保障作用来设计作业，基础题

目主要围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进行设计，引导学生搜集和

初中生息息相关的法律；中等难度作业题目围绕法律作用、道德

与法律相通点来设计，让学生掌握法律的特征和重要性；难度作

业则是围绕道德与法律的不同点来设计，要求学生可以列举出生

活中的道德行为和法律行为，让学生准确区别道德与法律行为。

很多初中生都听过《宪法》《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

但是对这些法律的使用范围、针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条例并不是很

了解，分层作业可以带领学生探究这些法律，提升学生法律意识，

真正让学生树立学法、爱法、护法意识。每一个学生都要完成基

础和中等难度作业，难度作业可以选做，学困生可以向优等生请教，

开展小组合作，进一步提升个人学习能力，攻克道德与法治学科

难题，同时提升班级整体成绩。

（二）开展小组实践活动，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道德与法治教师要积极为学生创造自主实践机会，凸显学

生主体地位，增进学生之间的互动与知识共享，引导学生运用

道德与法治知识解决生活问题。例如教师在教授“服务社会”

这一课时，可以组织课堂讨论、小组探究活动，引导学生探究

志愿者活动、公益活动特征和作用，进一步探究青少年可以为

服务社会做出哪些贡献，鼓励更多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从而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首先，教师可以用微课展示学校周

边交通志愿者服务视频，展示他们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提

醒行人走人行道，启发学生对公益活动的新思考，引导学生联

想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交通规则，激发学生对志愿者的崇敬之情，

组织学生根据微课、教材知识点明确服务社会的意义。其次，

教师可以组织“青少年是否应该参与公益活动”的辩论赛，鼓

励学生自主搜集辩论素材、论证自己的观点，促进学生科学思

维发育，鼓励学生畅所欲言，营造活跃的课堂教学氛围。最后，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个人和小组互评，针对辩论赛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讲解，为学生讲解社会公共规则，每个人的权利与义

务，鼓励学生积极服务社会、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国家利益，

提升学生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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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融入时政新闻，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

“双减”政策的实施让教师积极开发课外素材，挖掘初中生

关注的时政新闻，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理念，引导学生主动搜集、

分享时政新闻。例如教师可以运用微课展示袁隆平、张桂梅、黄

旭华和屠呦呦等时代楷模先进事迹，展示袁隆平院士一生节俭、

年逾九旬却依然坚持每天巡视稻田、监督杂交水稻育种工作，张

桂梅老师双手贴满膏药、拖着病体坚持在讲台上，黄旭华院士隐

姓埋名几十年，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一生，这些都可以激发学

生爱国情怀。此外，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享自己搜集的时政新闻，

有的学生分享了我国神州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情况，介绍了天和

空间站以及三位宇航员为期半年的太空飞行，以及宇航员出仓作

业，让其他同学了解祖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介绍钱学森、孙

家栋等航天科学家的艰辛付出，号召同学们学好文化知识，树立

报效祖国的伟大志向，营造良好班级学习氛围，提升道德与法治

教学有效性。

（四）优化课后服务模式，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教师要根据当日教学内容、教学重难点来开展课后服务，

一方面要指导学生完成当天作业，引导学生完成难度作业，另

一方面组织课外拓展活动，把核心素养贯穿在课后服务指导中，

优化课内外教学指导。例如教师在教授“公民权利和义务”一

课时，组织了“模拟小法庭”活动，让学生区分权利和义务，

分为法官、嫌疑人、律师等角色，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纳税、

受教育权和隐私权等社会热点进行分析，提升学生法治精神，

让学生真正掌握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教师可以设计如下案例：

小刚今年刚刚 13 岁，父母离异后，跟随父亲生活，由于家庭贫

困，父亲便不再让小刚上学，带着他一起外出打工，学校知道

后第一时间联系小刚父亲，劝说多次无果后，学校选择了报警，

学校有权利报警吗？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小刚？学生们抽签决定

角色，针对受教育权、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开展了“唇

枪舌战”般的“法庭辩护”，对小刚的权利与义务，小刚父亲

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探讨。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

的义务，初中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小刚父亲没有权利剥夺小刚

受教育权，学校和老师有权利举报小刚父亲，帮助小刚维护合

法权益。通过模拟法庭，学生真正了解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也感受到了道德与法治学科核心素养价值，进一步激发学生学

法、守法、护法意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五）制定人性化评价标准，提升学生学习能力

教师要遵循“双减”政策来制定教学评价体系，围绕学生全

面发展制定评价标准，针对学生课堂发言积极性、小组学习配合度、

创新能力、课后服务表现和探究能力等进行点评，引导学生进行

自评和互评，挖掘学生学习潜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例如教师

在教授“谋求互利共赢”一课时，可以结合教学重难点—人类命

运共同体来制定教学评价标准，A 级评价标准要求学生罗列出人

类命运共同体在三个方面的体现；B 级评价标准要求学生准确阐

述我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读，以及做出的贡献；C 级评价标

准则是要求学生针对人类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提出一些发展建议。

除了分层评价标准，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小组互评和自评，

针对课堂之上小组探究性学习活动、作业质量等进行自评，对本

小组成员、其他小组成员进行点评，让学生辩证看待自己在道德

与法治学科学习上存在的不足，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帮助学生

稳步提升学习成绩，提升学生道德素养。

五、结语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要立足“双减”大背景，从作业设计、

课堂教学和课后服务三个维度入手，精心设计分层教学方案，关

注不同成绩段学生需求，让每一个学生绽放光彩，增加实践探究

类教学活动比重，鼓励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利用时政新闻激发

学生社会责任感，设计人性化课后服务方案，耐心解决学生学习

困惑，师生携手提升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 姜树梅 . 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道德与法治分层教学研究 [J].

天津教育，2020（34）：107-108.

[2] 全敏，王玲，陈朝晖 . 主题性作业设计——以初中道德与

法治“听身边人讲述‘我与党的故事’”为例 [J]. 基础教育课程，

2021（24）：9-14.

[3] 颜华娜 .“双减”背景下双维课程优化实践研究的探索 [J].

中小学教师培训，2022（01）：66-69.

[4] 陈静 . 减而不“简”让学校真正成为学生教育的主战场 [N].

桂林日报，2021-12-29（004）.

[5] 蔡刚 .“双减”政策下多元化课后服务活动的开展 [J]. 新课

程，2021（51）：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