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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活动是提升初中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有效

办法，也是学校德育教育工作开展的主要形式，因此我们需要对该门课

程予以重视，不断渗透情感教育和德育教育，培养学生积极的情感态度
价值观，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本研究结合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

学需求，分析有效渗透德育的办法，希望此研究内容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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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课程改革影响下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育要求在不断提

升，想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活动中，
我们需要有效分析科学的教学方式，促进三维教学目标达成。这
就要求教师在指导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利用新课程教育理念，重
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为初中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提供助力。 

一、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情感教育的现状 
虽然新课程改革已经深入开展多年，但就初中道德与法治课

教学而言，很多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所关注的焦点依然是考试，
考试成绩成为了衡量教师教学效果好坏的重要标准，根本就不关
注学生的心理动态和情感需求，所谓的道德教育，所谓的法治教
育，没有真正的得到落实。具体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学缺乏情感因素 
既然初中思想品德课程要更名为“道德与法治”，就是需要

教师从道德和法治的角度，不断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形成良好
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但是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很多教师根本
就没有将促进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作为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还是
只关注考试分数，只是让学生死记硬背一些理论化的知识，学生
对很多知识和内容了解不够透彻，不利于道德品质形成以及法律
常识学习[1]。 

（二）学生存在厌学情绪 
从根本上讲，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开设，是为了从道德与法治

的角度，让学生懂得尊重社会的公序良俗，懂得遵守法律并用法
律的武器捍卫自己。但是就因为教师一味地说教和灌输，使得很
多学生对这门课程失去了兴趣，甚至认为这是一门不值得学习的
课程，这一点不得不引起教师的深思。 

二、情感教育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中的实施策略 
（一）巧用教学素材，为德育渗透提供素材支撑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育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含了很多生

活化案例和人性化教育内容，符合初中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对于
学生的思想观念发展的引导作用十分显著。为优化初中道德与法
治课程教育效果，德育素材在其中的渗透也非常广泛，如初中道
德与法治教材中基本上会包含人际关系处理、压力应对、父母亲
情、友情以及情绪控制等内容，这为初中生的心理调节和情绪控
制提供了很好的策略参考[2]。其中包括培养学生爱国情感、公民
意识等内容，都是对情感教育的良好素材。如在《善于交往》的
课时教学，就是强调人际关系处理的问题，在情感教育渗透背景
下，教师就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引导学生学会尊重、宽容
和平等待人的原则，这样的德育内容不仅强调对学生的人际交往
能力提升，也是提升学生社会认知能力的途径。由上述内容可知，
将德育渗透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活动中，需要紧密结合教
材内容，为德育渗透效果提升提供助力。 

（二）紧贴现实生活实际，突出德育实效性 
想要提升德育渗透的有效性，教师首先应充分结合学生的实

际生活经验，将德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课堂教学相结合，为学
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在本
质上就是规范学生的言行，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因此教师
在指导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应该将注重建立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
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3]。如：《生命的思考》的课时教学中，我为
了帮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生命意识，举例了生活中很多意外事故
的案例，旨在说明生命的珍贵和重要意义，让学生透过案例学会

珍视生命、敬畏生命和保护生命。这样的案例教学方法取得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情感教育目标初步达成。 

（三）营造和谐教学气氛，建立良好师生关系 
要想达到良好的情感教育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重

视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了解学生的内心需求，构建和谐的
师生关系。只有教师以谦逊温和的态度去对待学生，才能如春风
化雨般的滋润学生心田，使其受到良好的情感教育，在这样的教
学气氛下，自然就会自觉学习知识，起到思想品德教学的真正作
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对于促进师生
之间沟通交流具有积极的意义，教师和学生之间不再有代沟，学
生能够在课堂中讲出自己内心的真实需要。比如在教学“扬起自
信的风帆”时，可以引导学生想起语文课上学过的李白诗句“天
生我材必有用”、诸葛亮的话语“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
等，给予他们向上的无限动力，激励他们不断努力学习。 

（四）创设教学情境，指导生活实践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借助当今先进的多媒

体教学设备，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创设相关的教学情境。教师可
以把知识制作成各种丰富多彩的课件，也可以开展微课，还能播
放相关的视频等，这样就能更加直观形象地让学生受到良好的情
感教育，使其有种身临其境之感，体会道德品质的作用，进而将
这种力量内化于心，表现到自己的日常行为之中，奉献于社会[4]。
比如在教学“让挫折丰富我们的人生”时，可以为学生播放《感
动中国》的视频，在榜样的引领下获得力量；可以为学生播放《阳
光总在风雨后》的歌曲，使其明确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的道理。 

结语： 
综上所述，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思

想道德素质是核心教学任务，但是实现这样的教学目标也并非易
事，我们还是需要有效结合初中生的身心发展需求和学科教学内
容，合理渗透德育目标，致力于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不断追求
更高质量的教学服务。本研究结合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需
求，分析有效渗透德育的办法，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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