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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教学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应用
童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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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众所周知，初中道德与法治是一门极具实践性的学科，且该学科是社会生活的规范和基础。也就是说，

道德与法治来源于生活，且应用于生活。在生活教育理念的引导下，教师要意识到道德与法治与生活的关系，借

助多样化的生活教学方式组织教学活动，借此在调动学生课堂参与积极性的基础上，使学生真正地参与到教学活

动之中，并将所学的知识灵活地运用到生活之中，实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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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生活化的方向进行改革是初中道德与法治

课在当下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提升课堂教学效

果的重要途。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内容大多数来源

于生活，所以采取生活化教学模式具有较强的可行

性。相对于其他教学模式来说，生活化教学方式的

运用可以让道德与法治课重新焕发活力。

1　联系生活实际，带入课堂

生活化情境的创设，归根到底还是寻找与生活

相关的元素，在课堂中要力求讲的内容贴近生活，

让学生联系身边的经历来思考问题，从而加深对课

本知识的理解，丰富生活阅历。用课本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而不是单纯地记住知识点，这样的教学才

能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例如，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教师在

讲到《中学时代》这一课时，抓住机会在班里模拟

一次开学第一天的情境，让同学彼此说出自己在开

学时的感受与想法。有的学生感到很激动，为自己

成为初中生而对未来的学生生活充满期待；还有的

认为小学毕业只是学生生涯中的一个站点，初中学

习将会更加努力。同学之间再相互介绍认识，并加

深彼此的印象。最后，让学生回到课本当中，找书

上的知识点，联系刚才的模拟场景。既能加深学生

对课本重点知识的记忆，又锻炼了学生的交际能力，

让学生在沟通的过程中提高参与度，形成良好的课

堂听课习惯。

联系的生活情境一定是学生比较熟悉的场景，

诸如可以多创设在家庭和学校中的生活情境，并结

合课本教材，让学生在记忆中去寻找做人做事的真

谛，并反省自己的行为，使自己不断地进步。

2　丰富教学方式，激发兴趣

教学方式要针对具体的教材内容选择合适的教

学方法，这样才能保持课堂的吸引力。生活情境的

创设方式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演讲、小品和课

件等方式都可以成为创设的手段。丰富多彩的教学

方式不仅能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还能锻炼学生的综

合能力，与时俱进，跟上教学的发展潮流。

例如，在七年级《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教师

在讲到“交友的智慧”这一课时，让学生与父母平

时的交流通过小品的方式展示出来，或者是把同学

之间交友的片段做成 PPT 在班级内展示。小品和

PPT 的优点在于能够通过全方位的视角来进行场景

的展现，学生很容易被这种场景的创设所感染，也

更加投入。让他们在享受欢乐的过程中明白怎样与

人交往，同时也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

教师只有不断丰富生活情境的教学方式，为情

境化创设提供必要的可能，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学

生课堂的专注度。否则，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以往那

种枯燥乏味的境况中。

3　注重角色扮演，身临其境

学生通过角色扮演，能够起到将心比心的作用。

这种寓教于乐的生活化情境的创设，便于学生更加

了解所表现的内容，更为深刻地理解课本知识蕴含

的人生道理。

例如，在七年级《道德与法治》教材中，教师

在讲到“网上交友新时空”这一课时，就网咖这一

话题，曾模拟了一个学生面对去网咖的这一场景，



2019　01　教育探索10

教师尝试将生活情境在课堂重现，让学生分别扮演

其中的角色，融入到这一情境中，以期加深学生的

理解和领会。首先教师选出一名学生扮演网管，然

后再选出两名学生扮演放学后回家的学生。在放学

回家的路上，有一名学生选择直接回家，而另一名

学生却由于深受网络交友的诱惑而选择进入网咖，

沉迷在网络交友的世界中无法自拔，致使该学生的

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这样的生活情境再现教学可以直观地为学生展

现出个人的选择是与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另一

方面学生可以切身感受到沉迷网络带来的危害，从

而反观自己，选择正确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4　生活化融入教学，体验实际

开展与生活化息息相关的教学活动，便于学生

进行有效感悟，有利于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达

到加深与巩固学习知识的目的。在平时的教学过程

中，教师可以通过把教学知识点融汇到特定的生活

情境中。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某个便于学生开展表演

或角色扮演的实物，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让学

生分别扮演不同的生活角色。通过情境再现的方式

展现，让学生在体验生活情境的同时，达到学习知

识的目的，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

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同时，通过这种形式，还有

助于增强学生的沟通与交际能力。

比如，在进行《师生之间》教学时，教师可以

组织和引导学生进行当下的热点“师生之间的手机

‘缠斗’”的表演。校园带手机现象是新时期的普遍

现象，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生的上课注

意力，这种表演能够让学生眼前一亮，同时也能反

省自己的行为。教师可以让学生在教学中进行表演，

让一名学生扮演教师，另一名学生扮演上课玩手机

违纪的学生。学生模仿教师的语气和动作，处理上

课玩手机的学生。

这种即兴表演，既活跃了教学气氛，丰富了教

学内容，又让学生在表演中体会到教师的良苦用心，

增进师生间的友谊。

5　多媒体引入，保证效果

根据初中阶段道德与法治学科教材的主要内容，

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引入重点教学生活化案例，

加强对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思想的渗透力度，深化课

堂教学内容，保证课堂教学的高效性。根据这种教

学要求，教师就要针对教学内容制作多媒体课件，

在互联网搜集有关本课以及相关延伸内容的生活化

教学案例资源。可以是一些人物事迹，也可以是一

些影像资料。但不论何种形式，都要着重体现本节

课的教学内容与主旨思想。这种课件的展示让学生

通过设身处地的情感共鸣进行自我反思，在思想与

行动方面达到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以八年级上册

教材第五课《做守法的公民》为例，教师在前期的

教学备课中，可以提前搜集多种有关法律认知以及

预防犯罪的知识与案例，以图片或影像资料为主。

然后，通过互联网进行资源的整合，制作成教学课

件。最后，用多媒体的形式在课堂上展现。比如说，

课件中可以包括最具代表性的普法栏目《今日说法》

《天网》与《普法栏目剧》等视频片段，让学生通过

观看视频了解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点，犯罪者所要

承担的法律责任，他们对社会及他人造成了怎样的

伤害。这种通过多媒体手段引入生活化案例的做法

可以有效加深学生对法律犯罪知识的认知，深化记

忆本节课的主要内容。而通过观看视频，学生便会

产生共情，会在生活中约束自身的行为，在内心进

行思考，树立正确的法律道德观与人生价值观，以

此促进自身学科核心素养能力的全面提升，进而保

证课堂良好的教学效果。

6　结语

总而言之，道德与法治教学的目的本就是为了

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道德品质，其本质就是从生活

出发来构造教学的。我们作为新时代教学者，更应

该重视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的生活化，尽可能让其

回归生活，回归本真，让学生能够看到生活中存在

的道德与法治，从而真正感受道德与法治的魅力和

价值，也能够逐渐能够运用道德与法治去更好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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