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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思维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策略研究
何　英

贵州省惠水县摆金中学贵州黔南州　550602

摘　要：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大课堂，蕴藏着无穷的知识，而社会则是磨炼一个人成长的阵地，“生活 + 社会”能够使一个人

内心富足、目光长远，使整个人更加饱满充实且具有内涵。从生活出发，将生活实践带入课堂，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

教学手段，在兴趣的铺垫下能够为学习助力，教师在课堂上积极引导，将理论与生活实践相融合，使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能够

顺利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在生活中不断摸索，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各项能力，提高初中道德与法治

教学的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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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教学不断改革与创新，教育部门对教学方

法、教学内容不断推陈出新，很多当下兴起的教学方法逐渐

被运用到实际教学工作中。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是学生进入

初中阶段学习的基础课程之一，能够帮助学生塑造高尚的思

想道德和行为品格，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充分发挥着

规范、积极的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主要针对生活化思维

下的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模式探究进行了分析，以期帮

助学生实现更好的发展。

一、当前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现状分析

在以往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通常更注重课本上的教学

内容，注意力放置在学生学习的结果上，却忽视了学生学习

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态度、情感态度难以得到充

分的满足。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上，部分教师始终沿用原

有教学模式，因循守旧，在课堂上难以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忽视了学生的情感认知。学习的知识范围只停留于课本上，

缺少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并没有考虑到将教学

内容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导致学生在课堂学习活动中过于被

动，在学习上逐渐失去动力和兴趣。同时，师生之间和生生

之间的互动参与也少之又少，不利于学生今后的发展。中学

生的生活相对单一，除了日复一日地与时间赛跑，在学习中

度过，几乎与外界事物保持屏蔽状态。因此，在初中道德与

法治课程中，教师要积极为学生创造相互交流、开拓视野的

学习平台，在学习中体验和感知，能够接触到更多新鲜的知

识层面，开拓学生的眼界，扩大学生的思想格局，塑造综合

型优秀人才。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上，有的教师确实引入多

元化教学手段，将知识点与生活有机融合，在课堂上为学生展

示生活中不同的案例。有的教师会在课前采用各种方式去收集

教学案例，并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授，学生们也观看得津津

有味，即便结合了生活化，但是教学效果依然难以提升。要知

道，在课堂上应当重视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而不是将大量的

案例摆在学生面前，通过观看这些案例从中吸取教训、明白诸

多道理，而是要在观看案例的过程中，教师积极引导、科学启

发，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完善这一教

学过程，结合课本内容与实践案例来进行探究、研讨，这样才

能提高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的效果和质量。

二、生活化思维下的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模式探究

（一）引入时政热点，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在数字化网络时代的背景下，通过一部手机，足不出户

就能够一览天下事。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活动中，教

师要利用互联网的优势，积极借助网络平台搜索时事热点带

入道德与法治课堂，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学生学习起

来也就有了足够的兴趣。通过引入时事新闻，师生平等对话，

学生在课堂上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对事件的理解和想法，

在相互交流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充分调动课堂学习氛围，

使每个学生都能够积极参与到讨论之中。在此期间，不仅仅

只是教师去收集资料，学生也要积极探索，自己发现最新新

闻或社会舆论、话题热点拿到课堂上与大家分享交流，大到

我国的经济发展，小到社会民生问题等，都是值得探讨的话

题。例如，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要求学生每天观看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让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把当

天播报的重要内容或者自己感兴趣的新闻记录下来，在正式

上课时，学生可以男女生搭配进行课堂上的《新闻联播》播

报。在这样的实践活动中，一方面能够让学生对时事新闻以

及课堂内容进行全面巩固，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另

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和语言表达能力，展示学生

的自我表现能力。在课堂上开展这样的小活动，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具有一定的带动性和活跃性。在这样轻松欢乐的

学习氛围下，学生能够更加积极投入政治课程的学习，对政

治课程有新的认知，不再是以往死板的模式。

（二）课前导入环节，激发学生学习兴致

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成长叛逆期，他们通常性格叛逆、

自我独立，同时对外界事物充满强烈的好奇心，教师要抓住

学生这一心理特点来设计教学形式，使课堂教学更加灵活、

丰富、多样，告别以往一成不变的老套模式，采用全新手段

为课堂教学注入新鲜血液，使学生能够眼前一亮，积极投入

到学习之中。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导入环节下功夫，以独特

的方式调动学生的好奇心，每个环节紧密相连、自然衔接，

让学生投入其中。新课程导入环节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在以往教学实践中，教师对课前导入环节难以提起重视，常

常会一笔带过，表达的言语显得苍白无力，学生会对学习产

生厌倦、反感的心理情绪，导致课堂氛围无趣枯燥，呈现出

昏昏欲睡的现象。因此，教师要采用生活化教学法，将教学

内容进行归纳整理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通过生活中的问题、

事件等内容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例如，在学习

《友谊与成长同行》这一节时，主要是让学生能够懂得交友中

遇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其正确的情感态度，让

其学会如何建立好的友谊，真正感受到友谊的力量。在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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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学生对友谊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会尝试早恋，走进

友谊的误区，所以在这节课中应让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友谊、

认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了解真正的友谊。因此，在教学中

教师可以采用多媒体设备，以故事的形式播放短片让学生观

看。以“高山流水遇知音”为例，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广为

流传，教师让学生观看短片的同时，为了能够在教学设计上

有所创新，还可以让学生提前准备素材，安排学生利用课余

时间，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朋友之间的情谊、发生的感人故

事以 PPT 的形式展示出来。再给自己的这段回忆搭配上自己

喜欢的音乐，这样会给自己和其他同学带来更多的感触。这

种贴近学生生活的教学方法，能够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调动课堂的学习氛围，使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产生强烈的情

感互通，在讲授到本节课的重点内容时，教师可以采用问题

引导、学生讨论的形式进行，课堂氛围在学生的探讨下也会

变得生动活跃，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

（三）小组合作学习，真实体验开拓眼界

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为了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帮助学生打造高质量的道德与法治课堂，让学生不再排斥这

门学科，从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成为其喜欢课程，并对初

中政治课产生兴趣。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活动中，案例分

析是最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为了能够在课堂上获取更

好的效果，教师可以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来呈现。在日常学

习中，学生的座位基本固定，为使教学效果更均等，教师可

以调整座位，并设置分组合作进行教学，这样能够提升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小组划分有很多种形式，通常情况下教师会

让前后左右的学生围成一个小组，或者在课堂上将座位大换

血，将课桌全部靠墙，学生围在教室的中央，围成两排大圈，

教师在学生中间进行案例讲解展示；学生还可以自由组合，

寻找各自默契的小伙伴，自由搭配成组来共同对案例进行分

析和探讨，再从各个小组中选出一名小组长。在师生共同努

力合作下，学生积极踊跃参与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学习，全身

心地投入于课堂学习之中，学生之间相互探讨、反复实践、

不断思考，共同摸索出新的结论。教师通过将生活实际与教

学内容相结合，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来化解生活中的一些问

题，从而在每一个教学环节都能够让学生获得自信心和成就

感，这样他们才有更大的动力去继续学习。

三、结语

综上所述，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融入生活化进行

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结合是新课程教学革新的必然要求，也是

培育综合型优秀人才的有力保障。在教育教学活动期间，教

师要对教材进行深入研读，掌握教材主题，教学时灵活运用，

只有在细心研读新教材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教学模式更好地

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才能创设出新型有创意的教学方法，

达到实践生活化的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生活实践能力和自主

学习探究能力，促进学生的综合性发展，真正实现教学与生

活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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