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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上好新时代形势下的道德法治课 
◆王利军 

（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红星镇中心中学  安徽阜阳  236200） 

 
摘要：初中阶段，学生思想处于慢慢成熟的时期，会受到各个方面的影

响。新时代下，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网络的发达，学生获得

的信息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这时候老师的道德与法治课也非常关

键，这一个重要阶段老师该怎样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

与法治观念也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重视，虽然也给出了相关一些指导性建

议和策略，但是还都处在摸索和研究中。结合这些，初中的道德与法治

课在新形式下如何上好，本文给出几方面观点，希望能够提高大家的认

识，从而取得一定的课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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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国家的意识和形态是要靠道德与法治来传播的；青
少年的身心全面发展也需要道德与法治提供精神动力。那么初中
的道德与法治课如何在教育教学中才能承担起两者的重要使命，
发挥这门课的德育作用，而且怎样提高道德与法治的有效教学、
怎样评价这门课所取得的教学效果，是接下来本文要讨论的。 

一、现阶段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中初中阶段的教育非常重要，初中的道德

与法治课堂教育和学生自身发展密不可分，在实际的教学中还存
在这很多问题，传统观念以及应试教育的影响下，老师在教学过
程中并没有完全摆脱过去那种灌输式思维和课堂模式。学生对道
德与法治这门课的重视程度也远没有语数外那么重要。这样两者
造成的结果就是道德与法治课取得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二、道德与法治教学在初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新时代形式的当今社会中，人际关系、网络发展、信息传递

等瞬息万变，而初中生的年龄小，正处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
重要时期，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环境，他们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比
较弱，道德观念和法治意识容易出现误区。此时若不对其进行正
确的教导，很容易出现不良的道德观和忽视法律的思想，将来踏
入社会做出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甚至酿成不可挽回的错误。现
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校园暴力事件，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和惨痛
教训便是活生生的例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当下必须
加强初中学生的道德与法治教育。 

三、现如今上好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策略。 
1.改变老师和学生的思想观念。 
在道德与法治的课堂中，老师要改变以往的教学观念，自己

以辅导的角色来进行授课，把学生变成课堂学习的主角，然后和
学生互动起来。因为道德与法治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概念性、
抽象性的内容比较多，老师需要更多的耐心去讲，和学生需要反
反复复地去理解。一堂课下来也不一定能取得多大收获。所以老
师应该设法去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让课堂的气氛活跃起来，
走下讲台，走近学生，和学生多交流。不管学生有什么问题通过
交流都能够解决，良好的交流是解决一切问题 直接， 有效的
途径。对于学生学习中的问题，只有让学生主动地去进行沟通，
才能直观地发现问题在哪里。老师要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耐心的讲
解，鼓励学生去提出问题，培养学生勤于思考的学习习惯。 

道德与法治教育也是教学生如何做人，让学生具备良好的思
想道德，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老师是知识的传授者，不能把道
德与法治课的学习的范围局限于课堂，而是要通过对自身角色的
灵活变换来接近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试着成为学生们的倾诉对象
或者是朋友关注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主动的去与学生交流，帮助
他们解决问题，进而慢慢地将道德与法治教育的内涵真正的融进
学生的生活中，达到道德与法治的教育效果。 

2.在道德与法治的教学中利用小组互助，保证学生全员参
与。 

建议老师在进行道德与法治的课时候对全班级的学生进行

分组，这样既便于管理，又能保证每一位学生参与到课堂学习中。
比如在讲涉及道德观念的问题时,老师就可以设置当下社会很具
争议的一个话题：“在马路上碰见一个摔倒老人，我们要不要过
去扶一下？”分组来展开讨论。在小组之间进行讨论，这样每个
学生都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一一给出理由。 后再由老师进行
总结，把正确的观点讲述给学生们，让他们辩证得看待这个问题，
帮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害人之心不能要，但防人之心也不
可少。当别人真正有难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伸出援助之手。通过
这么一堂课，不但活跃了课堂气氛，有助于学生学习知识；而且
很好地激发了学生对于道德与法治课的学习兴趣。老师把教学与
实际联系起来，自己也会有的收获，在学生小组讨论的过程中老
师可以基本把握每一位学生在道德与法治课学习中的问题，然后
有针对性的解决，通过小组互助的方式取得了更好的学习效果。 

3.把道德与法治的教育与家庭教育。 
新时代形式下的初中教育是以学生为主体的，目的是把学生

培养成全面发展人才。而学校的教育存在着某些方面的限制。所
以说初中的道德与法治教育必须与家庭教育相结合起来，老师要
与学生的家长互相积极主动的联系，现在的信息技术这么发达，
有问题随时可以联系沟通，老师与家长相互之间时常交流学生在
学校和家里的思想、行为以及心理方面的表现，尤其是涉及到学
生关于道德与法治教育课的情况的时候更是要及时交流沟通。这
样老师通过与家长的合作，能够准确的掌握学生在家庭生活以及
社会活动中的行为表现，从而判断学生们是否能够做到思想文
明、知法、懂法、守法。这也有利于老师在课堂中有针对性的对
学生进行道德与法治教育。此外，老师和家长一起有效实施道德
与法治教育的同时，也要提醒家长们平时一定要注意自身的行为
规范以及道德修养。对自己的孩子起到表率和榜样的作用。 

现如今的社会当中，我们时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人品比能
力更重要。其实这是国家和社会对我们每个人提出人生观、价值
观明确要求，是 基本的也是 高的要求。我们年轻人要把加强
道德修为作为人生的必修课并付诸行动，严于律己、遵守公共道
德、明白大道理，在人生中发挥出 大才能。国家要通过教育培
养社会的接班人，要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进行道德与法治的教
育。结合当下，在对初中学生进行道德与法治的同时，还要不断
地研究出更加合理、科学的方式方法，教会初中学生懂得知恩图
报、助人为乐、谦虚礼让、勤俭节约、脚踏实地、遵纪守法；让
一代又一代的初中学生把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观继承并发
扬下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未来成为
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实现民族复兴。 

结束语： 
初中学生的道德与法治课仅依靠老师去教是远远不够的，还

需要家庭、社会的积极配合，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不能只要求老
师在对学生进行道德与法治教育时严于律己，树立好榜样，我们
的家长也要如此，和同步去教育和引导学生，再借助社会方面的
资源和条件进行一些道德与法治的教育活动。三者共同、相互配
合、都承担起这份重任，才能把初中的道德与法治课上好，把我
们的学生教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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