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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试析核心素养下的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 
◆曹勇奇 

（简阳市云龙镇百堰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641408） 

 
摘要：本文旨在有效提升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当中的时政教学水平，并

努力践行新课改的政策要求，切实培育中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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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教育阶段，伴随着新课改政策的推广与实行，以及素
质教育理念的深入人心，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受到了相关教育主
体的重视。在培育学生基本的道德与法治素养的过程中，教材理
论与社会实际应当充分结合，基于此背景，时政教学得以应运而
生。因此，充分发挥时政教学本身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当中的
积极意义，并利用其有效提升学生的基本道德法制素养成为了初
中教育的侧重点之一，这也是本文的创作背景与初衷之一。 

一、道德与法治课堂中进行时政教学的积极意义 
（一）正确引导学生树立价值观 
时政教学作为新近新闻时事与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完美

融合，对于学生理解抽象的法律常识以及道德准则都起到了不可
忽视的积极作用。在时政教学的过程中，由于实际发生的新闻事
实所独特的真实性特点，会使得学生更易接受与理解。在此基础
上，时事与教材文本的结合会促进学生利用所学的文化知识去看
待时政事件与相关的文化现象，可以在精神层面上正确的引导学
生树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使学生在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时期能够
受到正确合理的教学引导。 

（二）践行素质教育的政策要求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应试教育的体制，这对于学

生的核心素养以及实践能力来说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基于此现
状，我国开始践行素质教育的政策理念，而素质教育对于学生的
综合能力与素养的要求标准考核会更加的全面与细致，在这样的
政策背景下，时政教学作为道德与法治课堂的一项重要教学手
段，对于学生的基本思想修养以及道德准则的培育都起到了不可
忽视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新近时事的教学能够使学生在初中阶
段就懂得全面的运用道德与法治的穆国光去看待问题，从根本上
践行了素质教育的政策要求。 

（三）培育学生的道德与法治素养 
初中阶段，学生普遍处于青春期，对于周遭的一切事物都有

着逆反与懵懂的心理，在这一阶段对学生进行正确合理的价值观
引导以及基本道德法制素养的培育十分重要。因此，初中道德与
法治课堂的开设本身就是为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育，其中的时政
教学更是为了让学生把教材中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的新闻事件相
结合，加深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并充分的完善学生自身看待问
题与事物的眼光与 度，培育学生独立思考以及理性认知的一种
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积极落实学生的道德与法治素养的培育工
作，由此看来，初中阶段的时政教学在道德与法治课堂当中的作
用不可小觑。 

二、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优化时政教学的具体策略 
（一）合理选取时政教学材料 
道德与法治课堂本身作为一门文科类理解课程，其自身的抽

象性很强，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来说理解有一定的难度，并且法
律常识基本都较为枯燥。对于教师来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
及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变得尤为重要。因此，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
程中应当充分了解学生的理解程度，明晰学生的思想倾向，在此
基础上结合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寻找一些合适的时政材料与教材
相结合，并采用观看视频以及文本节选的方式加深学生对于时政
的理解与认知，在此基础上努力的吸引学生的时政学习兴趣，并
促进学生的基本素养培育。 

例如，教师在进行诚信的道德修养培育问题当中，可以上网
搜寻有关翟天临博士学位论文造假的时政热点相关材料，并下载
视频，课前先询问同学们有没有看过翟天临的影视剧以及对他的
印象，再让同学们观看有关翟天临论文造假的相关视频， 后切
合教材主体，向同学们传达诚信的重要作用，从而做到教材理论

知识以及实际时政事件进行真正的有效结合，在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的同时，将知识内容现实化。 

（二）增加互动确立学生主体地位 
初中阶段的道德与法治教学过程中需要与时政教学相互联

系，在此基础上充分的培育学生 基本的道德与法治素养，因此，
充分遵循素质教育的基本理念，努力为了学生的发展贡献一份自
己的力量。道德与法治课堂作为一门培育学生基本道德法制修养
的课程，其理论的枯燥程度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来说有些难以理
解，这就需要教师积极活跃课堂气氛，并坚决确立学生的主体地
位，不能机械性的进行灌输式教育，让学生也能够真的融入进课
堂，并参与分析与讨论，在互动与联系当中深化学生所学的系统
化知识。因此，教师应当积极沿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方式，让学生
成为课堂的主角，由学生进行合理的时政材料搜寻，并积极的划
分小组让学生进行有效的讨论与研究，从而发挥理论知识的实际
效用。 

例如，教师在进行法律维权知识点的讲解过程中，可以课前
安排同学进行法律维权成功的案例搜寻，并让学生进行预习，在
第二天的课堂上进行 PPT 形式的演讲与案例分享，让学生能够
真正的参与进课堂中来。在此基础上将学生划分为数个学习小
组，并积极进行研究与分析，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有效
提升时政教学的水平与质量。 

（三）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的培育过程当中，以人为本是 为核

心的教育素养理念。在初中的教学体系致力于正确的认识、理解
世界，并在正确思想的引领下改造世界，这就要求相关主体注重
人的重要作用，在初中教育体系中，则集中体现着学生的重要作
用，因此，对于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的贯彻落实是新课改政策的
正确应用之一。也是初中政治核心素养得以良好发展的重要前
提。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当积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并选取
合适的材料，及时倾听学生的想法与意见，在此基础上进行核心
素养的有效培育。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相关教学主体应当正视现阶段时政教学当中所存

在的问题，并遵循时政教学当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结
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积极进行教学方式的创新与优化，从而有
效提升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当中的时政教学整体质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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