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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推进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的几点建议 
◆刘  爽 

（辽宁省新民市梁山学校  辽宁新民  110311） 

 
摘要：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作为一项重点教学工作，直接关系到学生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对其今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教师要树立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理念，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个

性特长，强调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在教学活动中突出情感引导，挖掘

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教学情景设定要把重心引向学生自身的

发展，不断提高学生全面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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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确立
的关键时期，道德与法治课是帮助学生“三观”形成的重要途径
之一。要想适应新课改对人才的全新要求，教师必须在道德与法
治教学方面抓紧落实，这就要求老师采取灵活的教学策略，坚持
学生主体，老师主导，注重实践，让学生将课上的知识运用到实
际生活中，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对学生的品德修养和行为规
范严格把关，提升其整体道德素养和法律知识的积淀。使学生在
日常生活中才会不断形成自我保护意识，做到遵纪守法，尊重他
人的权利和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做一名合格的公民。因此，教
师的作用就是，认真贯彻落实素质教育对人才的全面发展的要
求，将情感态度价值观落实到位，让学生能积极主动将知识运用
到生活中去，对学生开展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最终促进学生整
体人文素质和道德素养的发展。笔者结合自己几年来对七、八、
九年级的思想品德课教学实践，针对当前的道德与法治教学现状
谈一下自己对《道德与法制》课教学的几点建议。  

一、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校道德教育，全面提升学生的道
德意识和自我认知水平，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使学生自觉践行
规范的道德行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一）注重课堂教学，提升学生的道德认知  
初中的思想品德课由原来的《思想品德》到现在的《道德与

法治》，随着教材的改变，内容的增删，我们的教学方法与策略
必须随之而改变，自己在教学中注意把自主学习、小组合作学习、
研究性学习相结合，根据课标规定好学习任务的同时，鼓励学生
独立思考、合作探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交流空间和机会。所以
教师在组织教育和教学时，对学生要进行有利的熏陶教育，使其
道德意识逐渐加强，道德情感不断内化，道德意志更加坚韧，促
使其道德情感外化为良好的道德行为。学生只有在充分明辨是非
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和判断，才能够在生活中、
与他人交往时自觉规范不良行为，杜绝不好的想法，提高学生明
白是非的能力。    

（二）通过平时教学，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感，使其产生情感
的认同  

对于中学生，只具备道德认知还不足以推动学生产生积极的
道德行为，教师要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穿插一些具有感人力量的
教学环节或者活动，使学生在交流与思考中，对美丑善恶产生内
在的情感冲突，自觉排斥丑陋的行为，接近和赞赏美好的品行。
自己在教授“孝敬父母”一课时时候，如果只是枯燥的进行说教，
学生不仅不会对孝敬产生自我的体验，可能还会产生逆反心理。
自己就以以公益广告小男孩为妈妈端水洗脚的视频来切入，再选
择几个“二十四孝”典型图解和近几年感动中国孝子的故事，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学生在内心就会产生巨大的情感认同，在心
灵的震撼中自觉认同孝敬父母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另一个例子
《生命之间》一课，“我们是不是很过分？”这一框题中，为了
使学生更深刻的感悟人类破坏自然的现状，我引用了视频播放的
直观影响来讲解。视频中，人类破坏动植物的生存空间，乱砍滥

伐，导致一些动植物灭绝或者濒临灭绝，给学生以视觉的震撼，
从而在思想上达到共鸣。 

（三）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道德教育活动，在实践中磨炼学
生的道德意志，培养学生稳定的道德行为  

作为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师，要善于借助学校的一切教育
力量，借力发力，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初中阶段是一个人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的初期，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初中
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身边的诱惑避之不及，面对诱惑时大都很
茫然和不知所措，这就需要老师在人生教育和社会实践锻炼中磨
炼他们的意志。自己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只有具备坚
定的意志之后才能逐步形成稳定的道德行为。我校每个学期设立
“学生劳动日”，通过劳动锻炼中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热爱劳动
的优秀品质；在去食堂和就餐过程中严格规范学生的自我生活管
理与行为约束能力，提高其自律意识；利用“学雷锋纪念日”、
七一党的生日、国庆开展道德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评选学校星级
学生等，在实践中促使学生自觉反思其道德意志与行为表现，自
觉提高道德水平。 

二、开展普法活动和法治教育，培养学生懂法、遵法、守法、
爱法的良好法律意识 

《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要求：初中学生需要具备基本的法
律基础，树立基础的法律意识，善于运用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按照法律规范来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保护和尊重他人合法权利。因此，普法教
育必不可少。  

（一）教授基础法律知识，传播基本的法律常识，提高学生
的法律认知水平 

近几年初中生校园欺凌事件时有发生，主要原因就是初中阶
段学生的法律意识薄弱，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意识，甚至产生越
轨行为或者违法行为也不自知。因此，教师要在日常道德与法治
教育中切实普及基础性法律常识，列举学生身边常见的事例，使
学生意识到法律学习与自己生活的密切关联。例如，在《法不可
违》一课教学过程中，自己常用网络视频或者图片的形式展现典
型违法案例，让学生先结合自身的了解法律知识和自我认识，通
过小组讨论分析，对案例中的人物行为与结果进行评价。之后再
呈现具体的法律依据，让学生对自己的法律意识与认知能力有初
步的了解。  

（二）每学期结合学校组织开展的法律讲座和宣传等实践活
动，营造守法用法的校园氛围 

充分利用我校每年请消防安全专家和学校聘任的法制副校
长定期为学生举办讲座、锦州铁路交警和沈阳客运专线铁路交警
每学期来学校宣传的大好时机，对学生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这样既丰富了学生的法律知识，又能培养学生遵法守法的自觉意
识。通过开展法律讲座和法制宣传活动，极大地提高学生的遵法
意识，在学校形成了浓厚的知法、尊法、守法的良好氛围，使学
生能够自觉地规范自己言行，做一名合格的学生。  

三、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必须依靠学校、社会和家庭合力，
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协调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关系，建立三位一体
的教育网络 

通过每学期的“家长开放周”活动，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
联动效应，学校、教师主动与家长建立经常性的联系，每位班主
任都和学生家长建立微信群，向家长普及德育教育知识，为家长
提供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有效方法，帮助家长科学教育子女。  

（二）充分运用社会上的积极向上的新闻影像资料，对学生



2019 年 5 月（总第 200 期） 

 1290 

教学实践 

进行潜移默化的道德与法治教育  
电视和网络存在很多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机会与平台，引导到

学生去观看，从中受益。教师配合学校与派出所、法庭、司法所、
关心下一代等部门建立持久的联系，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法律咨
询、建议，指导学校的道德与法治教育进程，完善学校的德育和
法制教育的教育方式与方法。  

综上所述，初中道德与法治课重在培养学生的积极向上的人
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只有教学形式丰富多样，才能更好的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教学活动
中来，成为学习的主体，因此，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形式，不单
单只停留在案例分析，故事讲解上，更要强调实践，也就是情景
回归，情感升华，使学生参与到情景中，实践与课堂外，有利于

学生更好的掌握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最终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一名对社会有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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