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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初中生《道德与法治》课堂学习情况的调查报告 
催丽玲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省昆明市  650500） 

摘要：新课改全面实施后，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情况悄然改变，教学手段现代化，教学资源多元化也给老师的课堂教学带
来了许多便利。但是不难发现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依然存在，越来越多的道德与法治老师反映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学生上课不能够
踊跃发言，并且年级越高课堂气氛越沉闷。我就想针对这一现象展开调查，了解初中生道德与法治课堂学习情况，在调查结果的找
出学生道德与法治课堂学习积极性下降症节所在。并针对这些症结给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初中生；道德与法治；课堂积极性；原因及对策； 
 
课堂教学本身就是师生互动，教师不断为学生排疑解惑的过

程，而举手回答问题就是教师了解学生掌握知识最为快捷和有效的
方式，可是，不知从何时起，课堂上课堂氛围越来越不活跃，学生
们如雨后春笋般举起的手消失了。特别是进入初中以后，越往高年
级，学生举手发言的积极性越来越低。所以调查了解初中生《道德
与法治》课堂学习情况，寻找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下降症结所在，
对于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故我进行初中生道
德与法治课堂学习情况问卷调查，对回收样本数据进行总结分析，
并提出了建议。 

一、调查的时间、方法、对象 
（一）调查时间 
2021 年 11 月 20-28 日 
（二）调查方法 
此次初中生《道德与法治》课堂学习情况，以昆明市第十八中

学学生为调查对象，采取不记名调查方式，通过网络渠道发放调查
问卷。要求学生独立回答一份内容丰富的调查问卷，以较客观的方
式收集到一定数量真实可靠的原始数据。然后通过系统回收答卷分
析选项达到目的。 

（三）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面向昆明市第十八中学，共调查了 110 名学生，涵盖

了不同年级的同学,其中初一年级 40 人，初二年级 35 人，初三年级
35 人。 

二、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通过网络渠道下发问卷，共计收回答卷 110 份，学生

对问卷进行了认真填写，调查问卷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学生
的对于学生对于道德与法治学科认知情况；二、学生课堂举手发言
现状；三、学生课堂表现现状；四、学生学习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方
式方法。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调查的结果与分析我通过对问卷的统计、分析，反映出初中学

生的对于学生对于道德与法治学科认知情况；初中学生举手发言和
课堂表现的现状以及对初中生学习道德的与法治方式方法。 

（一）学生的对于学生对于道德与法治学科认知情况 
1.学生对于道德与法治学科的基本态度 
从收回的问卷可以看出有 42.7%对学习道德与法治有较强兴

趣，有 42.7%表示有一些兴趣，其余的对道德与法治学习有过一段
时间兴趣或者没有兴趣。他们中有超过 70%的人认为道德与法治较
好学，且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把道德与法治放在次要地位甚至最次要
地位。这些数据表明部分学生对道德与法治学科学习兴趣不浓，且
大部分学生对于这门学科不重视。 

2. 学生对于道德与法治学习兴趣趋向 
据调查数据显示，对于这门学科 78%的学生都有信心学好。说

明大部分学生能学好这门学科。从细节来看，学生最不喜欢上的道
德与法治课就是复习课和习题课了。回顾我本学期以及观察其他老
师上的复习课和习题课，大都是让学生背诵知识点，讲题记笔记，
这些形式较死板，只是为了巩固学生所学的知识，没有体现出道德
与法治课堂活动的开展和探讨的乐趣。根据调查绝大多数学生喜欢
幽默风趣型和知识渊博型，认为这样的老师既能让自己佩服，又能
合理带动课堂氛围，让自己喜欢上这个老师带的学科。 

就以上情况分析来看，学生学习道德与法治这门学科积极性下
降的症节之一则是，部分学生对于道德与法治学习兴趣不浓，对学
科认知不准确认为学科内容的简单，导致学生不重视本门学科。最
终也就导这些学生在课堂学习中表现不佳，课堂氛围沉闷，学习积

极性不高 。 
2.你对学习道德与法治 

 
5.各学科学习中，你把道德与法治放在（    ） 

 
（二）对学生举手发言情况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七年级举手回答问题的积极性是 48.7%，

八年级举手回答的只有 32.8%，而到了九年级举手回答问题的就只
有 7.6%。知道答案也不举手的七年级的占，八年级占，九年级是 ，
那是几乎三分之一的人知道答案却不愿举手的现实。数据表明从七
年级到九年级，随着年级的升高，年纪的增长，主动举手回答问题
的积极性降低。 

举手回答问题是教师了解学生掌握知识最为快捷和有效的方
式，学生举手发言情况的好坏就直接反映出学生学习积极性所在，
举手发言减少的原因也就一定程度的影响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学
生在课堂上举手发言根据整体的答卷来看，可得出学生举手发言减
少的原因主要有：随着年龄的增强，自我意识增强，更加关注同学
的看法；对任课老师不满的情绪。当然，课堂情况发言不佳也有学
生自身的原因，被调查的学生认为自己在学习中存在的困难有：对
所学习的内容不够了解，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不能适应
小组合作讨论，探究的方式。 

X\Y 
A 积极动脑
思考，举手

发言 

B 积极动脑思考，
知道答案，但怕答

错，不愿举手 

C 简单问题
能思考并回

答 

D 等别的
同学回答 

小
计 

A 七年级 18(45%) 7(17.5%) 13(32.5%) 2(5%) 40 
B 八年级 10(28%) 12(34.28%) 9(25%) 4(11%) 35 
C 九年级 6(17.14%) 15(42.85%) 10(28.5%) 4(11%) 35 

（三）对学生课堂表现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为了了解学生在课堂具体表现，调查问卷从课堂上学生常处于

什么状态、道德与法治课堂上，别人发言时，学生听，记的情况以
及每当老师要求大家同桌、小组相互合作讨论解决疑难问题或学习
新知识时，学生的表现和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上，当学生遇到听不懂
的内容时的表现等几个方面进行调查。结果显示：44.5%的学生主
要 以 听 老 师 讲 为 主 ， 能 积 极 参 与 到 小 组 互 动 的 学 生 仅 占
40.9%;38.9%的学生能做到边听，边想，边记；10%的学生在课堂上
处于开小差或发呆的状态或是只是坐在那里听老师讲课。这些数据
说明，不部分学生在听课时思维不够活跃，不能积极的参与到小组
探究活动中，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强，课堂上不能比较积极的学习。
以上这些也是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下降的症结之一。 

12．你在课堂上常处于什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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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道德与法治课堂上，别人发言时,你（   ） 

 
（四）对学生学习道德与法治方式方法的调查与分析 
针对学生学习道德与法治方式方法，问卷从两个方面来调查，

分别是学生喜欢老师用怎样方式上课和学生对于道德与法治课堂
的展望的两个方面。 

1.学生喜欢老师上课的方式 
关于喜欢老师用怎样的方式上课方面，60%的学生希望老师讲

授中提问交流，有浅入深的设计问题，并允许学生不拘形式的回答
问题，发展他们的想象力。45%的学生希望老师能够能运用幽默风
趣的语言讲解知识。55%的学生希望老师在讲解课堂内容时，能够
多采取小组活动的形式能用情景案例分析知识点，丰富课堂教学内
容。，52%的学生喜欢师生共同参与，讨论合作探究获得新知识。这
些数据表明大部分学生喜欢，大部分学生喜欢宽松的，没有压力的
学习环境。 

2.学生对于道德与法治课堂的展望 
对于道德与法治课堂的展望，问卷设及了两个问题：你认为目

前道德与法治课堂中哪些地方有待改进？你认为怎样的课堂教学
给你带来的收获最大？据调查显示有待改进地方依然有很多方面，
其中 40-50%学生提出了以下两个方面：教师教法呆板，讲解枯燥
和部分同学马虎应对，教学质量不高。在最后的你认为怎样的课堂
教学给你带来的收获最大最终关键字分析里主要是：师生共同交
流。这些说明目前道德与法治课堂学习情况不容乐观，目前教师课
堂教学依旧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填鸭式灌输依旧存在课堂教学
中。 

11.你喜欢的道德与法治教师上课时的教学形式是（    ）    

 
10.你最喜欢的课堂学习方式是（   ）    

 
19.你认为目前道德与法治课堂中哪些地方有待改进 

 
四、总结 

通过这次全面调查，我了解了初中生道德与法治课堂学习情
况，发现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的学习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也找到了道
德与法治课堂沉闷的一些症结所在，总结归纳出来主要有两个个方
面：一老师依旧受传统的教学模式的深刻影响，课堂教学形式、方
法单一以及老师的个人魅力不足和老师对学生的态度不好；二是学
生对于道德与法治学习兴趣不浓，对学科认知不准确认为学科内容
的简单，导致学生不重视本门学科以及学生自我意识增强，更加关
注老师同学的看法不愿举手发言以及对所学内容不够了解。针对这
些症结，我从下面给出一定建议，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 

（一） 教师注重以自身人格魅力影响教育学生 
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由此可见，要教好学生，教师必

须提高自身素质，才能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和感染学生。作为道
德与法治教师应具有渊博的学识，良好的品行素质，风趣幽默的语
言，在课堂上给学生一种轻松愉快、民主自由的感觉，而不是只会
“死教书”与“教死书”，让学生感到沉闷窒息。教师博学与语言
美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学生对教师流露出仰慕之余，就
会多抽一点时间去看书学习，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自然而然脑子
里东西多了就会多讲，就会变过去的“不敢说”与“不会说”为“我
想说”与“我要说”。同时教师还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面对初
中生要有爱心、耐心与信心。中国的教育家们说过：“教育之没有
情感，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部分学生由于性格原因经常沉默寡
言，郁郁寡欢或开始另一种学习状态。教师要用爱心，耐心使学生
认识到初中道德与法治的重要性，使学生从失望的泥藻中拔出来，
重新树立起自信心，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 

（二）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方法方式，调动学生积极
性，促成学生课堂参与 

“自我意识不断增长与渴望被关注感是伴随青少年成长过程
中的一种正常的心理追求，好奇心与表现欲也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
的一种正常的心理特征”【2】。在课堂教学中只有采用灵活的教学方
法，为学生创造展示的机会，关注学生的心理感受，帮助学生体验
成功的快感，才能有效的化解学生对教学方法的不适感和去除学科
学习的功利化。同时呈现教学素材的新鲜感和趣味性则能激起学生
的好奇感和探究的欲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可见灵活的教法、多
样化的教学资源都可大大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三）学生要学会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建立对于学科的
自信心，提升对学科兴趣 

从以上的调查中我们可看出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不高有几个
具体方面：学生对于老师目前教学方式和课堂讨论探究方式不适
应，学习本学科方式有偏差。所以要提高学生课堂学习学习的积极
性，学生自身应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与老师同学多沟通交流，
找到本学科有趣之处，建立对于本学科的自信心。同时学生应该做
好课前学习准备，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一门学科。 

这次的调查给我很深的感悟，通过直观的数据，了解了初中生
道德与法治课堂学习情况，发现目前初中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的学习
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也找到了道德与法治课堂沉闷的一些症结所
在。“在新课改的潮流下，传统的教学模式依旧影响着大批教师，
老师填鸭式的灌输，学生机械的死记硬背，学生缺少主动说话的时
间和场所以及说话的情境和时机”[3]，再加上学生部分学生对于道
德与法治学习兴趣不浓，对学科认知不准确，认为学科内容的简单，
导致学生不重视本门学科以及自身自主意识的增强更关注周围人
的看法上课不愿举手发言。针对这些症结要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积
极性就必须从老师和学生同时出发：教师注重以自身人格魅力影响
教育学生；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方法方式，调动学生积极
性，促成学生课堂参与；学生要学会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建
立对于学科的自信心，提升对学科兴趣；课堂是师生共同的课堂，
只有师生共同努力，交流才可逐渐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促
进课堂教学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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