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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实行激励教育的策略探究
宋海江

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官舟第二中学　565311

摘　要：所谓激励，就是激发鼓励。激励教育法就是利用激发鼓励的效应来达到思想教育目的的方法。激励的评价、积极的

肯定对个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的管理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学困生的不同知识能力水平、心理

素质和个性特征采取激励教育，以便使学生变得更加自信、自律、自强、自爱，使他们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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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化，追求教育的公平、公正，使

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良好的发展，是每位教育工作者应尽的

职责和义务。新课程改革强调：教师的评价应该采用鼓励性

的语言，积极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众所周知，初中道德与

法治教学对学生的素养、生活习惯、思想品德的构建和学习

成长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在初中道德与法治的实践教学中

不难发现，在课堂中存在着一部分的学困生，惹人头痛。如

何有效的转化学困生，让他们也能得到良好的发展，是初中

道德与法治教师应尽的职责。

一、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中激励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缺乏激励意识

一些教师始终奉行严师出高徒的教育理念，大部分从批

评的角度对学生进行评价，很少对学生进行正面的表扬，甚

至认为对学生进行表扬就会出现骄傲自满的现象，因此，教

师非常吝啬对学生的表扬，实际上，这样的教育理念本身就

存在很大的错误性，学生其实对于教师的激励性评价是非常

渴望的，并渴望获得教师的认可与赞扬，但是在实际教学评

价中，激励教育的缺失往往会影响学生在道德与法治知识学

习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二）教师尚未察觉学困生的进步

道德与法治知识的学习是一门特殊性的学科，因此，教

师不能单纯地站在学习成绩上对学生进行评价，并否定学生

的进步。实际上，大部分教师受到了应试教育的影响，直接

利用分数对学生进行评价，这就导致了学生学习的消极，教

师对于学生综合进步缺乏有效的考察，比如学生学习态度的

转变、思想上的进步以及乐于助人等，教师对于学生这些隐

形的进步缺乏一定的敏感性，并没有充分的给予学生足够的

激励，这就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进步。

（三）教师对于激励教育缺乏正确理解

由于教师对于激励教育的基本内涵了解得不够透彻，容

易陷入到两个误区，一个误区就是在道德与法治教育中对学

困生完全忽视掉了激励教育，认为学生的学习成绩的提升与

激励教育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另一个误区则是对学困生过度

的激励即使学困生出现了错误，也不对学困生进行批评，或

者将学困生的优点过于重视，从而导致学困生对于自己的认

识出现了偏差，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而且也会影响到

道德与法制课程教学效果。

二、如何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中对学生施行激励教育

（一）强化激励教育，关注学生表现

在教学中，教师注重营造和谐课堂的氛围，让学生敢于

表达自己的想法，加强师生互动，这样才能高效的了解到学

生的变化，在教学语言中注重以鼓励为主，比如，当学生在

课堂上回答一个问题，无论对错与否，教师都应当对学生敢

于表达的勇气进行激励，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良

好的师生互动有效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同时也可以将激励

教育有效渗透到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例如，《友谊与成

长同行》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的转化自己的态度和教学理

念，组织学生积极讨论对友谊的看法，并说一说自己的交友

原则，认真倾听学生的想法，要与学生打成一片，做学困

生的益友，共同探讨、共同进步，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敞开心

扉，教师才能更好的对其进行引导和教育，同时，初中道德

与法治教师在每节课结束之前的几分钟时间里，可以组织班

级的学生写一些对本节课的看法、对教师的意见、对下节课

的期待，也可以写一些自己最近的困扰和开心体会等等，让

学生们畅所欲言。通过这样的沟通方法，不仅可以维护学生

的自尊心，还有利于学生自我的深刻认知，有助于激励教育

的实施。

（二）结合学生具体情况，规范学生行为与品德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中，教师应当具备学生的视角，

并结合学生的表现以及思想道德认识实施激励教育，并激发

学生的荣誉感与责任感，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善于观察学

生的日常行为以及学生的具体的表现，并发现学生的点滴进

步，善于发现学生思想上的进步。教师鼓励学生，目的是激

发学生的内驱力，使其更自觉、更好地学习，更好地发展自

己。大量的事实也说明：好学生是被鼓励出来的；坏学生是

被批评出来的。欣赏鼓励好学生并不难，难的是欣赏鼓励学

困生。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不能因为成绩的好坏对学生

进行差别对待，要一视同仁，学生做的好的地方要及时表扬，

做的不好的地方，教师要不断的引导，让学生变得更好。例

如《揭开情绪的面纱》教学过程中，教师结合学困生的实际

情况为学生设计作业内容如下：为了感受青春期的情绪，某

班同学准备举行一次班会，请你参与进来，与他们一起完成

下列问题 1）请你为此次班会设计一个合适的主题。（2）青

春期的情绪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两个方面即可）（3）青春

期的情绪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影响 ?（两个方面即可）同时，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不能因为学生的字

迹潦草或者写作态度的不认真就一带而过，教师应该耐心的

批改，学生写的好的地方，要特别明显的将其标注出来，并

写一些激励的批语，写的不好的地方，要进行一定的批注改

正，并告诉学生应该怎样写，长此以往，学生对待作业的态

度就会愈发认真，变得更加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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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拓展激励教学渠道，注重学生的平等

激励教学不仅是教师对学生的激励，同时也可以是学生

之间的相互激励，因此，教师需要真正平等的对待班级的每

一位学生，要“一碗水端平”，不应该过于偏爱某些学生，应

该让每位学生都感受到教育的公平性，无论是学优生还是学

困生，要一样的关心，一样的爱护。例如在《尊重他人》这

一章节的学习中，教师要明确教学目标，尊重是交往的起点，

尤其是在面对学困生时，要教导学生如何学会尊重。可以先

让学生们自己进行课本的阅读，然后，在班级里举办一个

“兴趣辩论会”，辩论会的主题可以是：“尊重和帮助哪个更重

要 ?”，辩论过后，可以随机的将每两个小组分配组队，进行

正反两方的辩论 PK。在辩论中可以明显的了解到优等生在面

对学困生时是以帮助为主，而学困生则是想要获得更多的尊

重。这样的教学设计不仅可以给学生探讨和发言的机会，还

能增强学生之间的竞争合作精神，更能让教师和学生了解学

生心中所想。帮助是替别人解决问题和困难，而尊重可以唤

起学生心底的潜力，激发向上的活力。所以，尊重比帮助更

重要。因此，在教学中，要教导学生学会欣赏他人，换位思

考，平等对待。

（四）营造良好班风与学风，帮助学生实现个性化发展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教师应当关注班风与学风的

建设，将道德教育内容与激励教育结合在一起，给予学生更

多的关怀，构建和谐友爱的大家庭，教师对于进步比较快的

学生，及时给予激励，让学生更好的约束自己的行为。每位

学生都是有潜力的，只要有合适的教学方法的运用，他们也

会成为栋梁之才。“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每位学生

身上都有闪光点，而且他们的闪光点也不尽相同。教师在对

待学生时，应该用一颗包容之心和一双聪慧的眼睛，来发现

学困生身上的优点，然后采用激励教育，取长补短，将其自

身的优点激发出来，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的发挥学困生的优点，

还能帮助他们正确地审视自己，建立自信心，有助于推动他

们个性化发展。例如：在《集体生活成就我》道德与法治教

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给学困生布置一些他们擅长的任务，如：

针对感情充沛、声音有特色的学生，教师可以让他朗读初中

道德与法治课本上的相关小故事，针对字迹清秀的学生，教

师可以让他进行一些课上板书的工作等，这样可以有效地帮

助学生找到自己的价值，还推动他们个性化发展。

三、结语

教育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激励教育是增进师生

关系的纽带，是实现高效教育的桥梁，是帮助学生进行有利

转化的关键。合理的激励教育能够让学生感受到“爱”与

“关心”，能够让他们体会到重视与价值，能够帮助他们树立

自信心和自尊心。在实际的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教学过程中，

一定要注重对学生的培养，要加强与他们的沟通，要用一颗

真诚的心去了解他们，要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并给予肯

定和表扬，要让学困生体会到教育的公平和基本的尊重，只

有这样，激励教育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才能够有效的增

强学困生的学习进取心，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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