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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道德与法治》课教学角度谈友善观的培育
 王凯林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0

【摘  要】:培育初中生友善观有利于帮助学生学会处理人际交往问题，更好地在集体中成长；有利于营造充满温情的社

会 ,促进社会和谐。《道德与法治》课是培育初中生友善观的主要渠道，但在现实教学中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教师应深

入挖掘教材内容，优化整合教学素材。同时，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开展有效活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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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友善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友善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内容，

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在初中的

学科教学中，《道德与法治》课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主

要载体，承担着对学生进行友善价值引导的重要责任。

1 培育初中生友善观的必要性

1.1培育初中生友善观有利于个人的成长

初中阶段的学生独立自我观念增强，做事容易冲动、

莽撞，常常会和周围人产生冲突，这些冲突往往带来消

极情绪体验，甚至导致校园欺凌，影响着学生的学习与

生活。2019年电影《少年的你》引发了人们对校园暴力

的讨论。根据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的一份专题报告提

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校园暴力案件中被告人为未

成年人占比高达 60.79％，引起社会警觉。同时，在手

机网络、独生子女等问题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面对面

的沟通、交流显得更加困难。很多初中生沉迷于与网络

对面人的交流，而忽视与周围人的互动。家庭结构变迁

带来的友善问题也不容易忽视。一些学生无法正确看待

家庭成员的新增或离去，无法感受到家人对自己的关心，

因而也不会去关心他人。培育初中生友善观能够帮助他

们正确看待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掌握良好的沟通技巧，

学会处理人际交往中的矛盾问题，营造团结友爱的班集

体和温暖和睦的家庭环境，从而更好地在班集体和家庭

中成长。

1.2培育初中生友善观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当今社会，友善的缺失已十分明显。随着城镇化进

程的加快，原先的熟人社会逐渐被陌生人社会取代，人

与人之间常常因思维、习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产生误

解与冲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些社会事件容易被放

大，初中生的价值观尚未形成，常常被媒体所引导。当

被问到“老人摔倒该不该扶时”，很多学生犹豫了。可见，

人与人之间，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存在淡化的倾向。

从长远来看，缺少温情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社会。初中

生的价值观可塑性较强，必须牢牢把握学生价值观形成

的关键期，对学生进行有效教育。初中生的价值观念影

响着未来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初中生缺乏对他人的共情

和社会责任意识会导致未来社会缺少温情，阻碍社会的

进步，因此培育初中生友善观对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2 《道德与法治》教学在培育学生友善观中存在的
问题及原因分析

2.1存在问题

《道德与法治》课是培育初中生友善观的主渠道。

而通过调查，发现初中生在对友善观的认知、情感、行

为等方面存在着偏差，这也暴露出《道德与法治》课在

培育学生友善观中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在对友善观的

认知方面，绝大多数学生都听说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的友善观，但是对于友善观的内涵却认识不全面，有

些学生认为友善是态度上对人友好。在对友善对象的认

知上，很多学生将友善的对象局限在了与自己关系密切

的人群，缺少对于陌生人、大自然的友善。在对友善观

的践行方面，相当一部分学生能够做到认知上的友善，

却难以做到行为上的友善。当被问及当与父母发生矛盾

时自己是怎么做的时，只有极少数学生能够做到换位思

考。在调查中还发现，学生之间也时常发生矛盾，而这

些矛盾的解决都需要班主任的介入，最后以写检讨的方

式结束。学生之间存在互相针对的现象，这些问题在批

评教育下有所改善，但并没有彻底消除。

2.2原因分析

从教材角度来看，一方面，《道德与法治》课教材

与友善相关的部分内容与学生生活相脱离，难以产生共

鸣。比如在七年级上册《道德与法治》教材第三课第二

框“做更好的自己”中，在运用你的经验部分列举了学

生晓蓉对自我认知的例子，其中有这样的描述“别人打

扮时尚而自己太过保守”，在问及学生有无类似感受时，

学生反映：“如今初中生普遍要求穿校服，不存在打扮

时尚与保守之说”。友善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对自己

友善，包括欣赏与接纳自己。这段材料旨在引导学生思

考对自己的否定所带来的影响，进而引导其欣赏、接纳

自己，实现对自己的友善。但在实际教学中这段材料又

与当今学生的生活、思想相聚甚远，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从教学主体角度来看，对教师来说，在应试教育背

景下 ,教师在《道德与法治》课教学时，容易停留在知

识讲授层面 ,忽略知识中蕴含的价值观教育因素，在教

学中缺少价值引领。在教学中，教师往往花过多的时间

讲授，不利于调动学生的课堂兴趣。对学生来说，初中

生正处于青春期，很多学生在课堂上很难控制自己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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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和言行。如果教师在课堂上采用单一的教学方法，

学生往往会感觉疲惫，注意力容易转移 ,影响教学效果。

同时在现下的教育体系中，人们更注重语文、数学、英

语等学科，而《道德与法治》经常受到冷落。受此影响，

学生往往将《道德与法治》课视为副课，不注重课堂的

学习。

3 增强《道德与法治》教学培育学生友善观实效性
的对策

3.1深入挖掘教材内容，优化整合教学素材

教师在进行教学前，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入挖掘，

全面了解教材内容。对于一些脱离学生实际生活的素材

加以剔除，搜集整合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素材。《道

德与法治》课教师需要认真阅读课程标准，在把握课程

标准的基础上分析教材，挖掘出知识点中蕴含的价值观

教育因素。《道德与法治》课教师需要走进学生生活，

了解学生感兴趣的东西，关注学生所关心的问题，并将

这些内容有选择地用于课堂教学，对生活中的案例进行

解读，这才不会离学生的思想、生活太遥远。《道德与

法治》课承担着对学生进行德育的重任，如果不了解学

生思想，那么思想教育便会缺乏针对性，难以取得良好

效果。

在教学素材的选择上，还可以注重从我国优秀的传

统文化、榜样文化中挖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友善

价值观的因素，比如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蕴含了人人相亲的友善理想；墨家的“天

下之人兼相爱”表现了对个人基本权益的认同；道家的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包含了人与人、人与

自然的和谐友善……在将传统文化融入友善观教育时要

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建立

起来的友善价值观是小爱，容易形成排外思想，不适用

与现代社会。在榜样文化的选择中，可以结合社会热点，

选择当今社会楷模，也可以从学生群体中寻找榜样。榜

样文化的运用可以和反面典型警示相结合，增强正反对

比性，突出反面事例的危害性与榜样的先进性，从而帮

助学生更加认同友善价值观。

3.2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开展有效活动课堂

培养人的同情心和共情能力是培养友善价值观的前

提。许多人愿意对处于灾难中或者有困难的人伸出援助

之手是因为怜悯与感同身受，这种情感是产生友善行为

的基础。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灵

活选择教学方法，可以采用情境教学法，创设具体情境，

注重苦难教育以及角色体验等，使友善观的培育能够做

到以理服人又能以情动人。

《道德与法治》课学习的不仅仅是知识，还要注重

课程的实践性，让学生在实践中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要注重结合教学内容的要求丰富活动开展的形式。在教

学中结合具体内容，通过学生自我体验、案例讲解、互

动讨论、自我反思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友善观的要求。

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中教师可以开展的一些活动形式

有情景表演、辩论会、5分钟时事聚焦等。

活动形式的选择不能为了活动而活动，而这样的活

动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有效的活动课堂要有

助于学生思考，促进学生成长。在开展活动时要注重学

生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可以让学生围绕某一主题去

查资料或者实地了解，通过自己去了解事实、寻找答案

会比教师在课堂照本宣科式的介绍更能教育人、感动人。

在开展活动时要注重教师的引领作用。初中生的思想还

没有完全独立，错误思想容易让学生误入歧途。在讨论

“扶不扶”问题时，教师不能一味埋怨生活中的不好现象，

而是要用真诚的语言对学生产生教化作用，让学生明白

友善对于个人与社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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