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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德与法治课在近几年已经成为了各个初中学校十分重视的一门课程，在初中阶段，学生的学习能力和

接受知识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此，在进行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通过借鉴其他教师

的教学方法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对自己的教学方法进行更新。该文章通过对当下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

学现状的思考，对构建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的意义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认知，提出了如何构建道德与法

治高效课堂的策略。 
 
关键词 

初中课堂，道德与法治，课堂构建 

 
 

Construction of Efficient Classroom of Moral 
and Rule of Law Course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Lu Ren 
Nanjing Maigaoqiao Junior High School,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Sep. 10th, 2023; accepted: Oct. 9th, 2023; published: Oct. 16th, 202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urse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has become a course that all junior high 
school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age,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and 
ability to accept knowledge are relatively strong. Therefore,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moral 
and rule of law course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teachers should update their own teaching me-
thods by learning from other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s and combining with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By thinking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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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junior middle schools, this paper deeply understands and recogn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
structing classroom teaching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on how to 
construct efficient classroom teaching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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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的现状 

1.1. 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知识缺少充分认识 

在目前初中的道德与法治教学课堂中，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往往都是依靠书本进行教学。但是在课

本中的内容大多都是一些比较简练的理论知识，对学生来说，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并且初中生本身思

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就不太成熟，因此对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的内容和知识点往往都感觉很枯燥，理解也

不是很到位，所以在当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课堂中可以发现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知识缺乏成分的认识[1]。 

1.2. 师生之间有关法治课堂互动有所欠缺 

一般来说，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会经常与学生进行互动学习，要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来弥补自

身知识的欠缺，但是在当下的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课堂中却看不到这种互动。教师通常会把自己放在教

知识的位置上，而学生则是只负责听和学，对于不懂的地方学生也常常不会主动地去找教师进行请教，

而教师也常常只有在对学生的知识点进行考核的时候才能了解到学生对法治知识的了解程度，两者在有

关法治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状态。所以，在当下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当中，师生之

间有关法治课堂互动是有所欠缺的。 

1.3. 道德与法治教学的课程资源开发有所欠缺 

目前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工作中，教师进行教学往往都是依靠于原有的教学资源，但是伴随着

社会的不断发展，道德与法治的内容也在不断地进行变化。尤其是九年级上册道德与法治教材知识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老师也应及时更新教材知识，使其更有效地提升课堂效率。由此可以发现，在目前的初

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工作中，教师对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资源开发没有足够的重视。 

2. 构建道德与法治课高效课堂的意义 

2.1. 有利于提高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知识的认识 

在初中阶段对道德与法治高效课堂进行构建，有利于加快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知识的认识和了解。初

中生一般理解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在学习道德与法治课的时候常常都是处在一个基本的理论知识了解

层面上，并没有对道德与法治内容进行深挖和学习。然而伴随着新课改的发展，教师对初中道德与法治

教学模式和方法进行了转变，通过构建道德与法治课高效课堂的目的和理念，来对教学知识进行补充和

创新，从而提高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知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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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道德思想观念，让学生懂法，并在日常生活当

中了解那些行为是好的，那些行为是不好的，帮助学生提高其自身的道德修养，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的

全面发展。在之前的教学的时候，道德与法治课堂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门可有可无的课程，学生认为学

不学都可以，对其也不够重视，然而伴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道德与法治课程已经成为了初中阶段的必

修课，教师通过构建道德与法治高效教学课堂，让学生对其有了一定的了解，引导学生主动进行学习，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2.3. 有利于优化课堂教学，提高学生道德意识 

通过对道德与法治高效课堂的构建，学校和教师不断的会对教学内容进行创新和添加，保证其教学

资源的丰富性，并且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会对课本内容结合实际教学情况进行不断的优化，让课本内

容不在繁杂化，让书本变薄，让学生能够更容易的理解道德与法治的课程内容，以此来保证教学内容的

有效性，通过有效的教学内容和知识来提高学生的道德意识。优化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课堂教学

内容变得更加生动，能够和社会发展相互衔接，让学生在学习的同时能够及时的对国家政治政策进行一

定的了解，让学生能够自主的来提升自身的道德与法治意识。 

3. 推动构建道德与法治课高效课堂的策略研究 

3.1. 营造良好的校园教育氛围，师生和谐相处 

良好的校园教育氛围是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动力和基础，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要及时的改善自己的

教学方法，通过一些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方式来构建和营造良好的校园教育氛围，让学生在校园教育氛围

的感染下对道德与法治课程进行自主的学习和探索，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教师和学生要时刻保持联系和

互动，教师要做到有问必答，而学生要做到有困惑及时的询问教师，以此来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特别是班级里的后进生，他们的内心有时是很敏感、很脆弱的，这就更需要教师用心去关注发现学生的

变化，洞悉学生的内心世界，用爱帮助他们重新找回自我，提高师生之间的关系，促进师生之间和谐相

处[2]。 
例如，在进行部编版七年级上册道德与法治第三单元中有一节叫做师生情谊课程的时候，这一节课

的内容就强调了师生之间关系的重要性，通过走进教师，了解教师的日常工作和教师的生活，让学生和

教师进行角色互换，让学生体验一下当教师的感觉。这样做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教师的重新认识，体会到

教师的辛苦，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教师，拉近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然后在整个校园当中营造

师生无界限的良好的教育环境氛围，然后让学生们主动亲近教师，以达到师生和谐相处的目的。 

3.2. 优化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教学模式是教师进行课堂授课的重要工具。在进行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课堂教学的时候，教师要结

合当下新课改要求和发展的新模式，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对教学模式进行优化和调整改变，以此来提

高学生对道德与法治教学内容的学习兴趣[3]。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和了解道德与法治教学知识，教师

在进行教学时，要不断的对课本内容进行优化和调整，将过时的、无效的、重复的内容进行删减，然后

根据优化过后的教学内容进行一个教学模式的调整，让学生在学习道德与法治教学内容上变得更加高效

和快捷，能够让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知识能够更好的进行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引入情境式

教学模式，以此来引导学生能够对问题具有充分的正向思维能力[4]。 
例如，在进行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七年级的第四单元生命的思考的时候，教师在进行这节课程内容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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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先通过对书本知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将关于生命的思考多余无效的内容进行删除和优化，通

过让学生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生命的期限和敬畏，应当如何珍惜生命和守护生命等问题来进行

交流和分享。通过学生思考的交流和分享，教师能够大致的对学生的想法和兴趣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

握，然后对自己的教学方法进行改进，如可以选择用多媒体教学设施进行一个关于生命从诞生、成长、发

展、死亡的一个阶段的视频播放，让学生在观看视频的时候感受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通过这种教学模式，

学生不仅对该节课的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思考，并且还可以提高学生对生命的思考这一节课的学习兴趣。 

3.3. 定期举办有关活动，提升学生道德修养 

活动的举办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在活动当中感受到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的魅力，并通过

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进行运用，提高学生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工作中，

教师可以兴趣举办一场道德与法治教学内容中的主题活动，让学生能够在活动通过自己实践来对这节课程

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并可以形成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知道在实际生活当中哪些行为是比较好的，哪些行为

是不道德的，不能去做。让学生在活动当中提升自身的道德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 
例如，在学习部编版八年级下册的道德与法治时，有一章内容叫走进公共生活。在进行这一章节内

容教学时，教师可以通过举办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走到公共生活当中，了解在公共生活当中会有哪些不

道德的行为，并且应该要怎么去做，面对生活中的突发情况应当如何处理。如学生在走入到公共生活当

中发现在住宅区有一些人老年人在跳广场舞，音响声音是非常大的，这对于老年人来说，广场舞可以锻

炼身体，打发自己多余的空闲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段要选对，如果是在中午十二点半到两点半之间的话

那么将会造成扰民，影响其他人的正常生活，这就变成了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又如在走入公共生活的活

动中，学生会发现路人闯红灯、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行为，面对这种情况，学生首先要意识到这个是

不道德的行为，并且可以上前对当事人进行劝说和引导，从而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 

3.4. 加入时事政治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参与度 

时事政治主要就是紧跟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步伐，根据人民群众的需求，及时提出的一些政治建议和

措施。它对于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他可以和道德与法治教学内容进行完美的结合，

让学生的思维和想法做到紧跟时代的发展，了解当下社会中所发生的和所提出的政治策略，并可以让学

生之间进行探讨和交流，提高学生参与交流和讨论的热情，在交流和讨论的过程中表达出自己对政治策

略所持的观点。 
例如，在进行部编版八年级第四单元践行公共精神中有一节内容是第十一课关心国家发展，教师在

进行关心国家发展这一节课程教学时，要紧紧的贴合当下政治热点事件的发展，在教学中加入时事政治

教学内容，让学生在了解国家发展提出的政治政策的同时学好道德与法治内容知识。一般来说，新的政

治热点总能引起学生的好奇和兴趣，学生在进行学习时往往都是都一定的新鲜感的，所以在进行课堂学

习时参与度也是比较强烈的。就拿当下民法典的改变来说，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将民法典的改

革内容给学生进行一个解读，让学生了解民法典主要保障了居民的哪些权益，对于学生来说对民法典的

新改革是有一定的兴趣的，但是学生对他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并不是很好，但是通过教师的解读，学生能

够积极的与其他同学进行讨论，了解其改革后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可以保障哪些权利，提高了学生在道

德与法治课堂上的参与度。 

3.5. 组织学生参加道德与法治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是学生对于所学知识进行运用的重要工具，学生在学校学习到的内容往往都是很多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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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在道德与法治课堂学习中也只是知道哪些事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是做不了的，但是为什么不能做

的原因却并不是很了解。并且对于书本中的内容也往往都是很模糊，如依法治国，学生只是对依法治国

是什么的理论知识有了解，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却从来没有碰到过，所以学生对整个学习的内容仅仅只

是停留在一个理论知识阶段。因此，为了构建高效的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要组织学生积

极参与道德与法治的实践活动当中来，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对所学内容进行运用。 
例如，在进行部编版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一节课程走进法治天地教学的时候，教师应当先给学生

讲清楚法治的理论知识，然后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活动。在实践时，由于是关于道德与法治中法治内容的

一个主题，他是偏向于理论层面的，但是由于初中生理解能力比较弱，因此在进行这一节课程教学时，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关于法治天地教学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会运用法律。如教师可以让学

生进行角色扮演的活动，让学生扮演小偷、警察和法官，通过扮演让学生知道偷窃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并且它涉及到了法律层面，警察有义务对其进行抓捕，但是关于审判和量刑则是由法官来进行。通过学

生之间的一个角色扮演实践活动，让学生明白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学生要知法守法，做一个合格的

青少年。通过举办一些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对于法治天地这一节内容有了新的认识，能够有效的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道德与法律意识。 

4. 结语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高效课堂的构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提升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的认知和了解，并且伴

随着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模式的逐步发展，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要不断地对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

容进行优化和调整更新，做到让学生学懂道德与法治内容，并且通过学生和教师之间在道德与法治课堂

活动中的互动和交流来拉近师生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让学生快速了解道德与法治的内容，提升他们的知

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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