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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策略 

白红燕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埠河初级中学） 

摘要：《道德与法治》是初中阶段的一门重要课程，主要肩负着培养学生道德修养、法律意识的重任，对于学生的终身发展意义

重大。为了在新课改背景下提升《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教学质量，教师需要以情感教育为突破点，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

让他们受到启发和感染，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推动其健全发展。对此，本文以人教版初中《道德与法治》

教材为例，详细分析了在课堂教学中实施情感教育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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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课堂是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教师和学生进行情

感交流的重要平台，而初中生也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有效

的情感交流可以深入其内心，促使他们不断完善自我。为此，

初中教师可以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上采取合理的方法渗透情

感教育，以便进一步活跃气氛，促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学

习，同时对他们的心理、思想以及言行产生深刻的影响，使之

明辨是非、积极进取，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进而顺利实现培

养学生综合素质的目标。 

一、运用贴近学生实际的教学案例，引发其情感共鸣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本中往往有着十分丰富的案例，其

作用在于提升学生整合信息、分析梳理与应用知识的能力，也

可以作为情感教育的素材。此时，为了使情感教育活动更加具

有实效，初中教师可根据教材内容搜集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案

例，以便让他们在熟悉的事物的帮助下更加快速地理解相关知

识，并能够结合自身经历产生情感共鸣，从而提升教学成效。

例如，教师在讲授《网络生活新空间》一课中的“合理利用网

络”时，就可以为学生展示一则真实的新闻：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某人在微信、微博等平台上传播假消息，引起民众恐

慌，后被警方拘留。然后可引导学生分析该案例，并借机对其

进行情感教育，使之根据个人实际进行自我反思，学会理性参

与网络生活，形成良好的媒介素养。 

二、善于构建教学情境，辅助实施情感教育 

情境教学法具有渲染气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作用，将

其应用在《道德与法治》教学活动中，可促使情感教育活动更

加顺利地开展，不断完善学生的认知体系。例如，在教学《珍

视生命》这一课时，教师可以创设故事情境，为学生讲述一些

同龄人自我保护或保护他人的故事，使之了解生命的珍贵，同

时掌握一定的自保技巧，也可以创设图片、视频情境，为学生

展示适合他们的食谱以及各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并要求其选择

适合自己的到课下进行落实，学会健康的生活。在这种生动且

有趣的教学氛围中，学生们的内在积极情感会得到激发，进而

更加高效地掌握所学知识，教师也能顺利地渗透情感教育，潜

移默化地引导学生的价值取向。 

三、组织模拟表演活动，让学生代入个人情感进行体验 

丰富的理论知识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并为其提供明

确的指导，但是要想使学生真正受到启发和教育，还需要让其

亲身体验，只有这样才能使之发自内心地理解知识，并将其与

个人的生活结合起来，主动完善自身的价值观，进而实现情感

教育的目标。因此，初中教师在《道德与法治》课上可以组织

模拟表演活动，让学生在参与中代入个人情感，并结合所学知

识做出正确的判断，以便促进其良性发展。例如，在指导学生

学习《我国国家机构》中的“国家司法机关”时，为了让学生

更加准确地区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性质与职责，教师可

给出相关案例指导学生进行模拟表演，使之在此过程中了解该

部分内容的知识，同时在分角色演绎的过程中从情、理、法三

个角度进行思考，并获得相应的启发，由此增强情感教育的效

果，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四、设计情感话题指导讨论，促使学生理解吸收 

针对所讲内容，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还可以设计情感

话题，要求学生围绕此展开讨论，并在各抒己见的同时认真聆

听他人的想法，，以此促使他们内化所学知识，不断增强其道德

修养。例如，教师在讲解《中国人 中国梦》一课时，可设计一

个情感话题：你怎样看待中国人、中国梦？然后要求学生合作

讨论，有效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并引导其在交流过程中从政

治、文化、历史等角度出发阐述个人的看法，有利于使学生挖

掘中华民族的精神、了解中国人民的品质，并对中国梦展开畅

想，同时树立远大的报国理想，进而落实情感教育目标，让学

生在自由讨论的过程中完善个人的价值体系。 

情感是一种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非智力元素，对学生的外

在行为、内在动机均有十分重要的驱动作用。因此，初中《道

德与法治》学科的教师应明确情感教育的重要性，联系该阶段

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设计更加具有实效的情感教育方案，并在

实践过程中及时调整和优化，确保所用的方法和所开展的活动

能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同时能够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

完善他们的情感世界，由此帮助其平稳度过青春期，为他们的

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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