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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问题教学法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运用 
◆胡  燕 

（平顶山市第七中学  河南省平顶山） 

 
摘要：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对于一般都是 12～15 岁的孩子来说理论还是较

强、较抽象。传统“说教式”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对道德与法治课的兴趣

不高，课堂教学实效较低。新的课程改革要求道德与法治课教学要体现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问题教学法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运

用”， 其主导思想突出了问题在教学中的作用，强调以问题为基础，以

问题为主线，做到教学环节的前后照应，这样使学生的思维活动从问题

开始，以问题的解决为思维活动的结束，让学生体验问题的发现，参与

问题的解决过程。有利于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使

课堂教学切实实现新课改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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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问题教学法”，就是以问题为中心，通过教师和学生
之间的双边活动，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实现教学目标的教
学方法。所谓“问题教学法在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的运用”是指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突出了问题在教学中的作用，强调以问题为
基础，以问题为主线，做到教学环节的前后照应，这样使学生的
思维活动从问题开始，以问题的解决为思维活动的结束，通过教
学活动让学生学会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一种教
学方法。 

第一环节：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从初中生身边的生活情境入手，或者从国内外发生的大事，

社会热点出发，提出在初中生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关注的现
象。由这些情景，引发一系列问题，如：现象反映了什么问题?
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解决？……学起于思，思源于
疑。为了解决问题，就巧妙地将学生引入要探索的学习内容之中,
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和求知欲。 

1、创设问题情境的主要方法：①通过语言描述，以讲故事
的形式引导学生进入问题情境；②利用录音、录象、电脑动画等
媒体创造形象直观的问题情境；③利用漫画、图片、实物或模型；
④创设情景剧等。 

2、问题情境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目标性原则：情景的创设应紧紧围绕三维目标的达成，而不

是牵强附会，或为了迎合学生的趣味性，制造课堂活跃的假象，
要立足于情景与目标的统一。 

趣味性原则：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来说生动有趣的问题情境
的设置具有最佳的刺激效果，以趣引思，能使学生处于兴奋状态
和积极的思维状态。 

时代性原则：就是我们所引用的问题情景要具有时代特色，
要从时间上接近学生，要选择那些能紧密联系当前国内国际重大
时事，和学生思想生活实际紧密相关的内容设置情景。 

精练性原则：问题情境要精心设计，力求简练、典型；语言
要进行推敲斟酌，要生动活泼，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 

第二环节：探究新知，储备能力 
这一环节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以课标为依据，以教材为

依托，感悟生活、获取新知，培养能力、提高觉悟的过程。这一
环节的学习通过三维目标的达成，为解决第一环节的问题进行能
力储备。 

第一步：出示目标，自主学习 
教师根据《2011 思想品德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出示本

节课堂教学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并给予自学指导。学生就明白
了学什么？怎样学？在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进行巡
视，这样便于教师掌控课堂，了解学生自学状况。 

第二步：生生互动，合作探究 
在这一环节，教师鼓励每个同学，根据自学情况，提出自己

无法解决的问题。同学以组为单位，相互质疑、解答、讨论，在

组内达成共识，使部分疑难问题得以消化解决。为了提高讨论的
效果，避免讨论跑题或冷场，教师对教学内容中对于学生的认知
能力可能出现的疑难问题要有预见性，在学生讨论时，教师要给
予讨论方向的指导。 

第三步：精讲点拨，理论提升 
精讲点拨是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的深化。对学生在学习中存

在的普遍性、有思维价值的问题老师要引导、点拨，但教师不要
急于点破，而是将问题分解，增设台阶，重新展示给学生，同时
也可提供信息，再次引导学生讨论，教师在关键之处进行点拨、
引导，让学生获得成功地的体验。 

第三环节：新知运用，解决问题 
教师将第一环节设计的问题情境中学生遇到的成长中的问

题或关注的热点、现象等问题重新展示出来，指导学生运用新知
识去解答这些问题。让学生通过问题的解决，体验成功、感受收
获的快乐，使学生具有成就感。这一环节的设计，做到教学环节
的前后照应，这样使学生的思维活动从问题开始，以问题的解决
为思维活动的结束。能使学生长久地保持主动学习的兴趣和动
机，由过去那种“要我学”变成现在的“我要学”，真正是学生
成为课堂的主角。 

第四环节：反思归纳，颗粒归仓 
这一环节由学生自己归纳本节课的收获，然后找 2—4 位同

学来展示，教师要指导学生从情感态度价值观、知识能力等方面
来谈。这一环节设计的目的是让学生对本节课探讨的内容及时复
习巩固，同时也检测课堂教学三维目标的达成情况，并能培养学
生归纳整理信息的能力。 

第五环节：拓展运用，巩固提高 
这一环节的设计是为了使学生拓宽知识面，展示才华，提升

能力。对于学习内容的掌握，并不是一学就会，一点就悟的，真
正的理解和掌握，需要有一个逐步领悟和吸收的过程。因此，在
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方法的同时，还要给学生创造一个学习迁
移的机会，形成举一反三的能力。教师根据教学目标精心设计各
种题型的训练题，使之成为师生可以共同检查测定的指标，要体
现重点难点，要适合学生一般发展水平和层次差异，让不同层次
的学生都能体验到学习的快乐。 

“问题教学法”教学模式在我校运作几年来，取得了明显的
效果。潘越老师所做的课《公民的财产继承权》在河南省教师技
能大赛中获一等奖。我所做的课《创新永无止境》获平顶山市信
息技术融合优质课一等奖；《法律保障生活》获平顶山市信息技
术融合优质课二等奖；《国家司法机关》获平顶山市“一师一优
课”优质课二等奖。青年教师孟娟在我校“愉快高效”课堂展示
活动中，所做的课《挫折面前也从容》获校一等奖。教师形成了
自己的教学风格，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得到全面发展，2016 级七
班的张帆同学，在 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中以 731 的
高分取得了市直中学第一名，其道德与法治学科 100 分好成绩。
我校在 2017、2018 中招考试中连续两年获得平顶山市教体局颁
发“思想品德”学科奖，受到了社会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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