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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策略 
马元社 

（杨陵区第四初级中学  陕西咸阳  712100） 

摘要：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本质是更加关注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人生观，以贴近生活的方式回归社会进行教学。在学习过程中，

生活化思维的培养可以让学生更用心地从生活感知中学习知识，结合生活实际完成生活化教学的真谛。本文围绕“初中道德与法治

生活化教学探索与实践研究”这一主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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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现已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

“生活化教育”，是指将生活或时事政治的风土人情融入初中道德

与法治课程，构建以生活为基础、学习科学为补充的教学模块，推

动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只有保持高度警惕，时刻关注学生的思想

动态，加强学生法治素质教育，教师和家长才能实现教育的目标。

因此，教师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注重引导学生用心观察和

体验生活，培养学生的生活化思维。 

一、初中道德与法治生活化教学原则 

1.以学生为主体 

为了提高课堂效率，运用生活化教学的理念不仅仅是在纸上给

学生灌输道德和思想意义。生活思维是指教师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

水平、思想认知和道德价值观，以学生能理解和考虑透彻的事物为

切入点，引导学生用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教学思维模式。学生

要把自己作为实际生活的主体，通过积极寻找生活中的细节，学习

道德法治的运用和实施。例如，当学生在上学的路上，他们发现很

多废纸和洒在地上的汤。如果他们捡起来，就会耽误上课，被记录

为迟到。如果你不捡起来，东西会很快腐烂，污染环境。教师应该

探究学生在这种情况下的思想，并对学生的思想做出适当的评价。

其实这些小事都可以作为道德与法治的教案，引导学生思考和讨

论。 

2.以教材为主体 

如今，教学中总是有很多模板。老师拿着书本，把书本上的知

识点整合起来，然后让学生背下来，纯粹是为了高分。这种教学违

背了教育的初衷。但是，教材的编写也有其意义。教师不要只从表

面上理解教材，因为学生对教学的兴趣并不主动。如果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能将书本上的知识点与实际相结合，学生对道德和法治的认

知就会更加准确和全面。同时，要做到这一步，教师要时刻关注学

生参与的进度和自身的发展。合理使用教材，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强化学生法律意识。目前，我国犯罪青少年即使受到刑罚处罚，也

有很多时候无法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和错误。因此，在初中开设道德

与法治课程，时间刚刚好，支持力度也足够。 

3.贴近生活素材 

要想让课程与实践相结合，让课堂焕发新的活力，就要把这门

课程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把课堂留给学生。

贴近生活的材料，即要求教师引导学生提出话题，在课堂上进行讨

论。比如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想：这个时候发生地震，学生应该

怎么办？学校也要求学生进行相关的演练，但是老师可以在这种情

况下另设情境。地震的同时，还有学生患有哮喘。这个时候学生应

该做什么？学生没有经验，有时需要老师指导。教师要抓住这一点，

拿出贴近学生生活的材料，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4.通过表演来感悟道德法治精神 

事实上，教师在教学时，学生也会对教师的教学内容有所洞察。

在此基础上，老师在学生关心和感兴趣的领域设置一个场景，让学

生在课堂上表演。这个方法可以用在一个场景中：学生有自己的小

秘密，家长不想通过正面对话得到，于是打电话给老师了解情况，

或者从学生朋友那里获取信息。然而，当学生知道对话时，他们发

现父母的态度不同，学生随后的情绪发展可以通过表演来展示。这

个过程需要所有的学生都参与并充分投入，谁来扮演家长或老师的

角色，学生应该有多少反应，他们更喜欢哪一个。推陈出新，也可

以别出心裁，各抒己见。整个教学过程让所有学生都参与其中，而

是帮助学生理解道德法治精神，在教育中体会课程的日常生活，同

时有同感，有更多的感悟。 

二、结合有效途径，完成初中道德与法治的生活化教学 

1.选择生活材料，并将其融入课堂导入 

新课程的导入是课堂教学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一堂课的教

学效果。有些老师习惯于用苍白的语言来描述新课程的引入，难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甚至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初中生对外界的

新鲜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教师必须善于利用这一点，将教学内

容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利用生活事件或创设生活化的问题情

境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上册第《友谊

与成长同行》课为例。教学前，老师安排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与朋友

合影，制作 PPT 在课堂上展示。有同学在 PPT 上附上了怀旧音乐，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童年的回忆。这种引入新课程的方式不仅贴近学

生的现实生活，也让他们对教学内容有了更多的感悟。这样，他们

就会积极参与课堂学习，不再认为课堂教学枯燥乏味。 

2.创设生活情境，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 

虽然很多初中生自制力差，上课容易走神，但这个年龄段的学

生有表达欲。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特点，在课堂教学中组织学生表演

生活情景喜剧。因为教材中涉及的生活素材很多，让学生用这些素

材表演情景喜剧，不仅有利于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还能增强他们的

情感体验。以七年级上册第五课《让友谊之树长青》为例，让学生

根据自己的交友经历，创作一部交友情景喜剧，反映他们交友时遇

到的典型问题。因为与学生的生活经历有关，所以大多数学生都非

常感兴趣。表演过程中，很多有矛盾的同学也埋下分歧，成为好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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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景戏剧表演是实现道德与法治生活化教学的有效途径，能明

显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利用多媒体创造生活化的情境 

在日常教学中，如果单纯通过讲生活化的案例来讲解，很难把

整个故事讲清楚，也使得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和体验式，自然会影

响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必须为学生创设生动、形象、有趣的教学

情境。其中，多媒体技术是创造情境的有效手段，可以呈现声、光、

电的画面。七年级第二册第四课《情绪的管理》的教学内容中，为

了让学生更好地感知和体验情绪，利用多媒体创设了一些与学生生

活相关的生活场景作为教学情境，如“小明考试不及格，在父亲的

严厉批评下哭了”、“小梅收到好朋友送的生日礼物，非常感动，

喜极而泣”， “妈妈给明星的故事书被同桌弄坏了，明星愤怒地

指责同桌”“奶奶生病了”在播放视频的同时，引导学生把自己放

在分析对应人物心理和情绪的位置。 学生对情绪有了初步的了解

后，就可以对不同的情绪进行深入的讲解，比如情绪、喜怒哀乐。

之后通过电子课件对相关知识点进行深入讲解，让学生学会如何调

节情绪，如注意力转移、理性发泄、理性控制等。 

4.注意利息的引入 

新课程的引入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老师在介绍新班级

时只使用苍白的语言，使学生难以投入学习。中学生处于对事物好

奇的阶段，作为教师，需要掌握它，将教育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结

合，通过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或事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

在教授“友谊与成长同行”课时，老师可以让学生按照成长顺序准

备自己和朋友的照片，并以 ppt 的形式展示，并带有怀旧的音乐，

是一种童年记忆，这种介绍贴近学生生活，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

专注学习，课堂不再枯燥。 

5.以生活为中心的课外活动 

道德与法治课程涵盖社会生活领域，源于现实生活。因此，教

师要在教育中贯彻“回归生活”的理念，深化“教学源于生活，高

于生活，回归生活”的教学活动。例如，在教授法律知识时，教师

通过案例教学来介绍典型的例子，特别是学生熟悉或身边的事物，

让学生有很强的理论认识，大胆地观察和社交实践。栩栩如生的教

学方法使学生能够获得真实世界的情感，深刻理解和内化教师所说

的话，并积极地将其转化为现实世界的行动。生活化教学法是通过

生活实例讲解课本知识，让学生积极参与教育活动，提高教育效率

和教育效果。为实现本课程的教育目的，希望每个学生都成为一个

有道德和法律意识的人。毕业后进入社会，就可以承担起自己的责

任。因此，教师在从事教育活动时，要关注课程教育的生命，不断

探索道德与法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及两者的结合。 

6.每天做作业 

家庭作业可以让学生通过整合所学知识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家庭作业不一定是传统的文书工作形式，教师每天布置作业，让学

生在日常生活中用所学知识指导自己的言行。例如，在学习《亲情

之爱》课后，老师可以要求学生在放学后帮助他们相处，为父母洗

脚，探望祖父母等。与家人保持亲密关系，感受他们之间的爱，更

爱自己的家。这类作业对学生来说不是负担，完成作业不仅让学生

满意，而且有利于加强学生的德育，培养包容素质。 

7.教师在社会化方面的互动 

以生活为中心的中学道德法治教育的基础是从生活和社会化

的角度学习和分析学科知识的原则。教师可以通过实例生动地讲解

课本中枯燥的知识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参与教育活动。

在教育活动中，学生可以观看法治节目，例如《今日说法》，并配

置他们使用课本知识点进行案例讲解。例如，香港《国安法》的颁

布让教师解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组织学生了解相关国家法律的相

关规定。明确主权和领土保护相关规则、“一国两制”知识点，开

展“中国梦”研究。在教学中，教师需要与学生进行更多的互动，

而优质的互动关系应该有助于两者更有效地交流信息，帮助学生有

效地接受信息。新课程标准强调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教师要对学生

进行更多的方法论指导，引导学生发展。然而，无论教师的角色如

何变化，教师作为知识承载者的角色并没有改变。在这种情况下，

教师可以有效地交换信息，帮助学生有效地接收信息，这与互动的

质量密不可分。因此，教师可以利用不同的课堂教学方法，形成不

同的互动方式，促进师生之间的有效知识转移，促进学生对知识的

有效接受和理解。 

结语 

总之，道德与法治的教学过程不同于其他学科，既然是道德学

科，就可以培养学生的品德。很明显，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影响着

社会的个体和个体重要性。教师要摒弃落后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

法，将学生的思想与社会生活相结合，采取生活化的教学方法，让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本课程的魅力。同时，可以引导学生将所

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鼓励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提

高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教育实效。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成为健

康、积极、负责任、民主的现代公民。将道德与法治融入初中生活

化教学的理念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也是提高课堂趣味性和有效

性的一种方式，值得教师深入研究和探讨。教师要增强创新意识，

将教材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相结合，精心设计更多生活化的教学情

境，让学生在熟悉的场景中感知知识，提升体验，从而增强道德和

法治意识。 

参考文献： 

[1]王玉梅.李建华.刘海涛.吴海涛.李佳琪.张海涛.赵丽丽.田

丽丽.张佳玉.张天宇.等.让《道德与法治》教学走向生活[J].教学

管理与教育研究，2017，14（18）：105-106. 

[2]文玉玲.方世玉.李建军.李俊杰.李佳佳.曾家佳.郑佳佳.赵

佳佳.张惠春.等.新理念下《道德与法治》课程的认识与实践[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8，32（8）：61-63. 

[3]屈丽霞.源于生活回归生活——浅谈“道德与法治”课对

学生规则意识的培养[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7，19

（1）：75-76. 

[4]陈碧霞.浅析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策略研究[J].当代

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7，22（8）：609. 

[5]冯建平.石玉琴.王海宇.王佳玉.王家友.初中道德与法治

生活化教学策略研究[J].科学咨询（教育科研）， 2019， 627

（03）：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