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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走出空洞说教误区 
——对七年级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教学的初探  

◆李  卓 

（四川江油市太平镇学校  四川省江油市  621700） 

 
摘要：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体现的学科宗旨是促进初中学生在品质、心

理、法律认知等方面进一步发展，使学生可以拥有向上的奋斗目标，促

进他们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正确养成。知情意行相互影响、促进、

转化。在课程实践中我注意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通过各种教学方式

让他们动手、动脑，主动参与。培养他门的独立思考习惯，创造性思维、

创新精神。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勇于探索。七年级学生对中学生活充

满了好奇，寄予了希望，他们充满活力，更乐于从实践中获取知识。走

出课堂、走进生活，通过活动培育充分挖掘课程的。有效提升教学效果，

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和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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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教育同思想道德教育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教学
过程由学生的知情意行等心理要素构成。其中，“知”是基础，
“情”是催化，“意”是保证，“行”是关键。知情意行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共同贯穿于整个道德与法治教育过程之中。 

七年级是学生从小学生到初中生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学生逐
渐完成转型的过程中，道德与法治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
了让学生知情意行有机统一，达到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学应有的效
果，我在七年级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使用上，围绕“让学生成为
课堂的主人”、“让学科知识走进生活”等两个方面作出了如下探
索。 

一、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道德与法治学科的宗旨在于促进初中学生在品质、心理、法

律认知等方面进一步发展，使学生拥有向上的奋斗目标，促进他
们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正确养成，用形成的观念指导行为
实践。如果教学过程重教师“主导”、轻学生“主体”，重“结论”、
轻“过程”，学生很容易成为被动的接受知识的容器，缺乏独立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利于有效提高学生思想道德品
质和法律意识。学生是学习发展的主体，要想在教育上有成效，
就必须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成为学习的主人。 

1、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独立精神 
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需要教师解开捆绑学生的枷锁，把时

间交给学生，让课堂变成学堂。需要教师注重学生主体作用的发
挥，重视学生自主学习，规避一味灌输的倾向。需要教师蹲下身
子站在学生的角度深入思考，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需要
让学生敢于表达不同见解，敢于质疑老师的观点，真正走进教学
活动，迸发出学习的激情。 

比如，在学习《师生交往》这一内容时，我把这节课演变成
“建立和谐师生关系”的主题班会课，提前安排课代表组织学生
设计。一周后走进课堂，我见证了孩子们的不凡才能，看到了有
别于“教师滔滔不绝地讲，学生疲惫不堪地听”的课堂效果：在
“最想和老师说的话”、“吐槽师生间的趣事”、“想和老师建立的
关系”、“师生和谐相处的建议”等各个环节中，孩子踊跃发言，
积极探讨、笑声不断。触景生情处，他们静静地思考；感人肺腑
时，他们潸然泪下；老师适时作简单明了的点拨，又让孩子们感
悟至深。 

2、让学生动手动脑，养成独立思考习惯，勇于探索 
动手实践是思维的桥梁，是创新的条件。这就要求教师结合

教学内容，积极创设学生实践活动。通过主题的实践活动，让学
生获得对事物的感性认识，使抽象的问题直观化。引导和帮助学
生对问题作进一步探索，让他们在动脑同时也动手，深化对知识
的理解，在头脑中形成认知的共鸣。 

比如：在教授《集体的力量》一课时，我结合实际，就地取

材，组织学生开展“折筷子”、“扯绳子”、“传本子”的游戏，让
学生充分动手动脑，体验感悟集体的力量来源于团结的道理。在
学习《合理安排时间》时，我先让学生自己动手做“时间馅饼”，
再分组围绕“谁的时间安排合理”这个主题分组讨论，最后各组
推荐设计优秀者全班交流展示。在学习《法律的特征》时，我根
据教材设计了这样一个内容：品味图片设置的情境，讨论法律与
道德、校纪校规的异同。我把学生四人分为一个小组，每组通过
集体智慧完成一份表格作业。然后分组展示并点评。围绕教学的
主题游戏、结合生活的实际操作、凝聚集体智慧的深入探讨，不
仅让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也使学生大脑的兴奋点随着教学内容的
变化不断转移，既有效调动了学生的激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又培养了学生交流合作的能力和竞争意识。 

二、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生活，充分挖掘育人功能 
1、联系生活，体味生活，将知识传授和情感培养融入生活

中 
事实证明，脱离生活实际的间接经验知识传授所产生的结果

往往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教学内容越接近学生的经验，越
接近学生的生活，越有利于学生认知的共鸣和情感的升华。 

比如，在上七年级第一节课《中学序曲》时，我根据刚进入
初中的学生，来到生疏的校园，接触陌生的老师和同学，既充满
好奇，又心存恐惧和紧张的心理特点，变“坐”着上课为“走”
着上课。我事先和学校图书馆、陈列室、电脑室、音乐美术教室
的老师联系，打开门欢迎孩子们的参观。学生当嘉宾，我当解说
员。学生在课后交流中用美丽的图画、优美的文字、高兴的情绪
描述了对新学校的热爱、对新同学的喜爱和对老师的尊重之情，
也意识到自己的角色由小学生成为了一名中学生。学生在这堂参
观课里，心情舒畅，无拘无束，对学校的归属感、荣誉感、自豪
感、责任感却油然而生，尊重老师，渴望与新同学建立新的友谊
溢于言表。 

2、重视活动，开展活动，助力学生正确思想观念的形成和
发展  

集体活动，能展示学生多方面的能力与才华，往往能给兴趣
不同、能力各异的学生以广阔的发展空间。参加集体活动过程中，
学习优秀的学生会不自觉的放弃成绩上的优越，学习“后进”的
学生也会淡忘成绩落后的沮丧。他们在和谐平等的集体活动中交
往合作、拼搏竞争、学习创造。他们因为自己的特长得到展示，
能力得到彰显，优点得到肯定，树立起自豪感，建立起自信心，
逐步形成健康的社会交往能力、乐观开朗的心理素质。集体活动
与教材内容有机结合，可以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投入状态里，完
成知情意行相统一的自我教育。 

结束语：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道德与法治学科教

学的“活水”源于生活，源于活动，更源于学生主体作用的充分
发挥。“教有法，无定法。”这个“法”外之“法”，源于对道德
与法治学科教学原则的深刻领悟，更源于对教学方法、教学艺术
的不断创新。走出空洞说教的误区，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不断
探究教材内容与学生生活、学生活动的有机融合，不仅有助于找
到适合教学内容、适合学生认知特点的教学方法，更有助于道德
与法治学科教学在学生核心素养培养中积极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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