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 

 18

初中思想品德的教学方法 
何风玲 

（河北邢台市内丘县第三中学） 

摘要：随着我国初中教育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也不断提出新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初中生思想道德素质，教材
的更新也是为了在符合新教育改革内容基础上来促进当代青少年身心发展。为了更加优化各大初中思想品德教学体系，本文首先分
析当下各大初中思想品德教育状况，再对如何提高教学效率提出三点有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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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虽然初中教育在不断改革，但是在思想品德教育课堂上仍

然存在不少缺点，以至于学生兴趣低下，课堂氛围僵硬，教师

讲课效率也不能够提高。所以需要对思想品德的教学方案进行

改革，才能改变这些缺点和漏洞。 

一、当下初中思想品德教育现状 

（一）理论与实际不能够相结合 

从一段时间来看，初中思想品德教育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状

态，即教师在课堂上兢兢业业地传授知识，学生也在课上认认

真真记录，并且在结束课堂内容后，在课下认真复习，将知识

点背的滚瓜烂熟，以至于争取在考试当中取得优良的成绩。但

是在这种“复制粘贴”的过程中，大学分学生虽然能够取得不

错的成绩，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掌握了书本上的知识点，而不是

真正的思想品德素质，导致部分学生甚至觉得所学的知识根本

没有用，因为理论和实际不能够相结合，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够

用到书本上的知识点。课堂成了只是教师灌输知识的地方，而

不是学生提升自我能力和素养的地方，这样就使得初中思想教

育成为一潭死水，从而不能跟上新时代教育理念。 

（二）过于重视升学率 

综合来看，大部分初中都重视学生的高中升学率，学校和

教师想方设法来提高学生的语数外成绩，甚至会安排语数外教

师占用其他课程来给学生上课，这样就让学生无法学到真正的

思想品德知识，也会给学生传递一种思想品德教育对他们来说

是不重要，甚至可以被其他学科取代的错觉，以至于学生到了

高中在继续学习思想教育时更加不走心，而这样的死循环在我

们中国初中教育中一直存在[1]。 

（三）教学方法传统 

虽然初中思想品德教育为了跟上新时代的步伐，采取了许

多措施进行改革和创新，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实际上其

教学方法上仍然存在不少漏洞，需要教师进行查漏补缺，并且

进一步提出新的教育方案。例如教师主要采取“灌输式”教育，

让学生被动听讲，课后背诵知识点，利用“题海”战术让学生

知识，这些方法虽然能够让学生掌握住知识，但并不能让他们

在实际上生活中有效利用知识，无法提升自己和周围人的思想

品德素质。 

二、有效提高初中思想品德教育的方案 

（一）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可以使其投入学习当中，帮助他们自主

学习，深入学习，以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传统的课堂教育不

仅不能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还会导致部分学生认为思想

品德课程对他们来说是没用的内容，以至于对这门课程产生厌

恶感，所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学习兴

趣。首先思想品德教师需要培养自己的亲和力，在课堂上尽量

以鼓励、亲切的语气和学生交流，这样可以缓解僵硬的课堂氛

围，还可以让学生喜欢上自己的授课方式，提高他们课堂专注

程度。其次，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来给学生播放一些国内外的

政治新闻，初中学生其实对政治的关注度很少，也不了解国内

外发生的事情，教师通过给他们播放时事政治，来提高他们对

国内外政治的关注度，从而拓宽学生的眼界，更好地进行思想

品德教育[2]。 

（二）采用“辩论”教学模式 

初中生个性鲜明，大多数学生处于青春期状态，不会人云

亦云，这样也大大增加了教师授课的难度。基于此，教师可以

在课堂上采用“辩论赛”的教学模式，向学生抛出一个类似“追

星怎样才算过度”的话题，让学生分成正反双反进行辩论。教

师提前给学生提出话题，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查询资料，例如

看报、看新闻、浏览微博等途径，增加自己辩论的论点和论据，

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好胜心，还可以改善课

堂僵硬的氛围，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到课堂辩论当中。学生在互

相辩论的过程中可以取长补短，对自己所欠缺的知识进行不断

补充和改善，从而也加深了自己的思想品德素养。 

（三）趁热打铁进行课后训练 

许多教师都会在学生上完课后布置一些作业，让他们进行

复习和巩固，其实这样对学生来说是好的，可以帮助学生更好

地记忆知识，加深他们对知识点的了解。但是一味的“题海”

战术是不可行的，这样不仅让学生学习压力加重，还会导致他

们对思想品德教育这门课程产生厌恶感。所以教师需要布置适

当经典的课后作业，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这门课程。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想要合理科学地优化初中思想品德教育就要提

高学生兴趣，利用多种教学方案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课堂，从

而提高课堂效率。教师也需要结合实际来进行课堂教育，不能

让学生的知识停留在课堂上面，拓宽学生眼界来使他们真正学

到思想品德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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