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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农村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中乡土资源的开发及利用 
◆曾  静 

（广西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中心学校  广西南宁  530114） 

 
摘要：乡土是孕育人类生存繁衍的基石，在农村，乡土更是扮演着十分

重要的角色。伴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发展，人均拥有的土地已经日

趋减少。作为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的重要一部分，在教育过程中总是缺
失。本文首先分析了在农村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中展开乡土资源及开发

利用的必要性，分析了在道德与法治教育中展开乡土资源开发及利用课

程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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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开乡土资源开发及利用课程的意义 
（一）、符合《课程标准》教学要求 
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

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也面临着新的要求。初中《课程标准》
指出：“乡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应遵循实效性原则——根据资源
的不同特点，配合教学内容，充分发挥课程资源的效能，避免盲
目性和形式主义”。所以，开发与利用乡土资源是农村初中道德
与法治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农村学生，土地对他们而言
不仅是生存的土壤，也是生活的家园。比起课本上单纯的文字，
他们更加了解的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乡土资源、农村的风土人
情，这些较课本中的案例更能够打动他们，让他们产生共鸣。同
时也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刻地思考自己生活的环境、自己的根脉，
能够让学生产生认识上的震动，充分激发他们对乡土的责任感，
并且自觉地热爱自己的乡土。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意识 
土地资源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是一定区域空间

内的气候、地貌、岩石、水文、土壤和动植物等自然要素与人类
过去和现在的劳动成果相结合的一个自然生态—经济综合体，具
有自然、经济和社会属性。乡土资源具有以下特点：（1）不可替
代性。一般来说，任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可替代性，这一
资源的缺乏可以用另一种资源来代替，但是土地却无可替代。（2）
稀少性。地球上仅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剩余的全部都是海洋
资源。（3）不可再生性。人口众多与土地资源的有限是我国面对
的一大难题。土地资源不像其他物品可以生产出来。人类可利用
的土地是有限的。通过道德与法治教育的展开，有利于学生明了
土地的稀缺性，树立可持续利用意识。 

（三）、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丰富教学模式 
道德与法治课是一门同时具备思想性、人文性、实践性、综

合性四个特征的特殊课程，是一门需要贴近生活的课程。以往的
教学模式可以概括为“填鸭式”教学，老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
学生的积极性提不起来。道德与法治教学在课本的基础上不能失
去“真实生活”的成分。思想品德课非常需要对真实生活情境，
而乡土资源的开发利用适合了这个需要，可以使学生更加贴合生
活，激发学习热情。 

（四）、为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选择 
当前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是去农村化、塑新聚居城，除了城市

具有最好的生活条件外，还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也可以将城市与
农村的差异描述成不同区域赚钱容易程度的区别。道德与法制科
上丰富乡土资源开发及利用的教学内容，能够启迪学生对未来就
业的憧憬，让学生不再将目光盯在人流滚滚的城市，而是另辟蹊
径，开发出新的工作区域。 

二、农村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中开发利用乡土资源的方法和
途径 

（一）、教师应当注重在乡土资源开发与利用 
正确的教学观念才会引导正确的行为。我国已经进入新时

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以往的教学观念在生产力水平
不高的情况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发展到今天，教师们应当
紧跟世界潮流，变革教学观念。受传统观念的桎梏以及升学的压
力，教师往往只是重视考试内容，而与考试内容不相关的内容则
不加重视甚至不予讲解。新课改要求老师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注重培养学生的德育素质。而教师的这种传统观念恰恰与新时代
的教学原则相互冲突。尤其是在农村，教学资源少，老师们往往
身兼数个科目的教学，难以面面俱到。正确的观念才会引导正确
的行为，教师应当首先树立乡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意识，在道德
与法治教育中才能更有效的展开。 

（二）、从实际出发 
正如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每个地区的乡土资源开

发及利用状况也不尽相同。开发乡土资源的教学应该从实际出
发，不能简单套用其它地区的模式。对于教师来说，要足够重视
结合课程与自己的乡村经历，具有发散性思维，掌握课程资源开
发的一般方法，运用乡土资源开发适用的直接采集法、访谈法、
考察法，积极地搜集、挖掘与思想品德课程有关的农村乡土资料，
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素材，然后与课程实际相结合，使得开发的课
程既有趣味性，又密切联系课本知识。课程的开发中，要有以学
生为学习的主体这样最基本的前提认识，重视学生的主动、自觉
性。并且，在课堂开发成熟的基础上，需要进行思想品德校本课
程的开发。课程要建立在课堂的基础上，课程与课堂相联系会更
好地促进开发效果的发挥。 

（三）、课上课下结合，打造综合性的学生评价体系 
以试卷分数论高低是一种相对科学的评价方式，但是这样的

评价体系却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相比于语数外课程，道德
与法治教育不被学生与老师重视，课堂教学也往往是以说教为
主，空洞乏味。初中生正处于活泼好动的年纪，老旧的说教必然
无法激发其学习热情。因此，为了更好的展开乡土资源的开发与
利用，教师应当变革传统的教育方式，课上课下相结合，不仅以
试卷分数的高低评价学生的好坏，也要结合学生的实践表现。 

三、结语 
在农村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中开展乡土资源的开发及利用，

可以激活农村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师的热情和创造力，让他们更乐
于教学，让教学活动变得生动有吸引力，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这也需要农村教师提高自身的各项素质，变革思想观念，
创新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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