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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反思和有效性
李富强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向阳中学校　四川　三台　621100）

【摘　要】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开设旨在对学生品格的培养、法律意识的树立、国情国策的了解，老师教学过程中需明确要

培养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价值指引？在教学中应当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使道德与法治课“活”起来，让学生感兴趣，在

轻松而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关键词】道德与法治；主题意识；有效性教学

为了适应新编教材的需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落实核心

素养，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必须更新观念，明确改革的内涵，

积极投身于改革的浪潮中。在教学中应当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

方法，使道德与法治课“活”起来，让学生感兴趣，在轻松而

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1 教学中的几点反思

1.1 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教育家李希贵说“给学生自由呼吸的空间”。“教学大纲、

教科书规定了应给予学生的各种知识，但是没有规定应给予学

生的最重要的一样东西，这就是：幸福。我们的教育信念应该是：

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

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话，也是让李希贵至

今感到震撼的话

那么，在“道德与法治”的课堂里给孩子什么样的内容，

要塑造怎么样的一个群体？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注

意到，从 2016 年起，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品德与生

活”、“思想品德”教材将统一更名为“道德与法治”。从表

面上只是更名，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可见教育部的良苦用心

首先，呼应了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众所周知，

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就必须一手抓

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

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其次，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中，既有孩

子通过教育成为社会精英，国之栋梁，也有很多孩子极有可能

成为社会普通一员，那么我们教材的编排是否都有兼顾？新改

编的教材注意了这一点。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

人的健康人格。教育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显而易见，义务教育教材把“品德

与生活”、“思想品德”教材统一更名为“道德与法治”，具

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1.2 什么样的评价更重要

新的一轮课程改革，要求建立一套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

进教师不断提高、促进课程不断发展的评价体系。但反观当前

对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评价，我们发现，还存在很多的不足。

首先是对学生的评价。大多数学校都要求教师要对自己的

行为进行分析和反思，建立以教师自评为主，校长、教师、学生、

家长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是教师从多种渠道获得信息，不断

提高教学水平，促进自身的成长和发展。显然，这种评价要求，

体现着一种人文关怀，注重教师的个人成长和发展。但眼下，

对教师的评价，大都只围绕一个目标――中考分数，政治课的

待遇则更差（中考总分为 70 分），这是一个基层教师的悲哀，

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一种真实反映 .

因此，很多东西我们都应该反思，有些东西甚至需要根本

性的反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与时俱进，才能推动教

育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2 如何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2.1 坚持教学生活化，提高教学有效性

进入初中以来，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学校生活经验以及

社会生活经验已经比较丰富，这些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思维方

式、态度及行为，也成为了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土壤。陶行知

认为：“我们必须有从自己的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做根，然

后别人的相类的经验才能接得上去。倘使自己对于某事毫无经

验，我们决不能了解或运用别人关于此事之经验。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项目内容理论性

较强，而学生的年龄偏小，缺乏经济生活方面的知识，学习起

来比较困难。于是我就从学生已有的实际生活出发，列举了所

授班级学生小陶父亲的一个例子：“小陶的父亲在本市国有木

材加工厂工作，该厂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关闭停产了。父亲下

岗失业后不等不靠，利用原有的技术，自筹资金，在学校对面

的白鹤装饰材料市场开了一家木型加工店，实现了再就业。”

然后，提出了探究性的问题：1. 小陶父亲的木型加工店与原先

上班的木材加工厂有哪些不同？ 2. 你知道它们都属于哪些经济

形式吗？ 3. 说一说你的父母在什么经济形式的单位工作？因为

我所在学校地处城乡结合部，大部分学生的家长就业主要以国

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为主，而这些经济形式正是公有

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构成形式，选取学生父母所在的

单位及让学生分析它属于何种经济成分，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兴

趣。通过学生的思考、讨论，他们轻松地明确了在我国现阶段

有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从而对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了初

步了解，为学习各种经济形式的地位、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2 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提高教学有效性

在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电视、录相、录音、电子网

络等逐渐引入了课堂。这些现代化教学手段，具有直观、生动、

情境性强等特点，能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有机结合起来，能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有效性。如在教学学生最难以理

解的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

我利用多媒体技术，为学生展示两会召开时的各种图片，播放

人大代表走访群众、听取群众意见的例子，政协委员监督执行

的例子，然后根据例子设问：“人大代表是谁选出来的？选举

的方式有哪些？代表反映的是谁的意见？政协委员又是怎样产

生的，具有哪些职责？”学生通过从材料当中提取信息来回答

问题，不仅直观认识到了两会，还能在这些材料中获取很多时

事政治知识。如“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一带一路”建

设决策，实现祖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利用多媒体技术，代

替了过去把黑板、粉笔作为教具的教学模式，既可以提高学生

的认识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把动画、图像、

立体声融合起来，优化了教学内容，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总之，我们道德与法治教师，只要善于钻研，不断改进课

堂教学模式，优化教学课堂，道德与法治课就能越来越受学生

欢迎，就能越来越有生命力，就能提高教学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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