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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有助于落实新课改理念，有助于提高教学实效以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通过问卷、访谈等方法对右江区M中学“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现状进行研究，揭示其存在的主要

问题，即生活化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生活化教学的方法相对单一、生活化教学的内容不够贴近学生以

及生活化教学的资源相对欠缺，并探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解决对策，即提高教师对

生活化教学重要性的认识、运用多种方法开展生活化教学、结合学生实际设计生活化教学的内容、利用

多种教学资源开展生活化教学，以期优化右江区M中学“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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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fe-oriented teaching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is helpful to implement the new curricu-
lum reform idea,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other methods on the youjiang area M middle school “mo-
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life-oriented teaching present situation research, reveals the main prob-
lems, which did not attach enough importance to the life-oriented teaching,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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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fe-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is relatively single, life-oriented teaching content is not close to the 
students’ life and the life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analysis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On this basi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hat is, to improve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life-oriented teaching, use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carry out life-oriented teaching, 
design life-oriented teaching content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tudents, and use diversified 
teaching resources,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life-oriented teaching effect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course in M Middle School of Youjia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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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活化教学是指教师在教学中，能够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将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挖掘出来，并激发

学生作为生活主体的课堂参与的愿望，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生活[1]。“道德与法治”课生活

化教学是指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中，教师以学生的生活实际为基点，引入学生周围真实的生活案例，

与学生相互交流、探讨。同时引导学生在生活案例中学习、领悟并内化学科知识，并将所学知识外化于

生活实践，如此循环反复从而能更好地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和任务。 

2. “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的重要意义 

2.1. 有助于落实新课改理念 

新课改强调“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提倡以学生为主体，以及倡导自主探究、合作交流学习的理念。

然而，新课改理念与“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共通性。首先，生活性是“道德与

法治”课生活化教学的特点之一[2]。所谓生活性，强调教学设计应与学生的生活实际息息相关，使学生

在富有生活氛围的课堂中探索学习课程知识，并将知识外化于生活实践。总而言之，教师在“道德与法

治”课生活化教学活动的设计必须贯穿“生活”这条主线。其次，“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强调主

体性[3]。所谓主体性即学生不再是被动地参与课堂活动，而是整个课堂教学活动的真正主体。教师是学

生学习活动的引导者，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认知和生活经验发挥主体性作用。最后，实践性是“道德与

法治”课生活化教学又一重要特性([4], p. 8)。强调教师设置“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活动要从学生的生

活实际出发，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课堂，激发其从实践和探究中探索学习知识。显而易见，“道德与法

治”课生活化教学所具备的特点和要求都与新课改理念的要求基本相一致，所以说，“道德与法治”课

生活化教学有助于落实新课改理念。 

2.2. 有助于提高教学实效 

“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注重主体性和实践性([4], p. 7-8)。一是强调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鼓

励学生通过个人实践内化和运用知识。课堂教学一旦起源于学生的真实生活体验，学生更深有同感，易

于激发学生参与到“道德与法治”课堂中来。二是教师设计学生熟悉的生活问题来引导学生思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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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探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结合学生自身的生活实例进行教学，学生更容易理解和领悟“道德与

法治”课程知识。因此，学生参与到课堂的热情增加，有助于构建活跃的课堂氛围。这样的教学氛围下，

既能帮助学生理解课程知识，又能培养学生探究课程知识的实践能力。可见，“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

教学更易于学生学习和把握知识，且学生更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提高其对课堂的兴趣，从而有助于提高

教学实效。 

2.3. 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学生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德、智、体、美、劳方面的发展。而“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课堂中，

一方面，教师从学生的生活实践中挖掘和整合各式各样生活素材，让学生从其所熟悉的生活情景中学习

和掌握道德理论和法治思想，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从而提高德育实效。另一方面，“道德与

法治”课生活化教学是把教科书的理论知识与学生生活的直接体验建立联系，使学生在体验熟悉的生活

实践中参与课堂教学活动，在轻松愉快的生活学习氛围中学习和掌握“道德与法治”的课程知识。学生

在课堂中接受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促进学生“智”方面的发展。除此之外，“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

教学实现课程理论知识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的联结，拉近课程理论知识和学生的生活实践的距离，帮助学

生增强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3. 右江区 M 中学“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存在的问题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以及实习课堂观察，发现右江区 M 中学“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存在一定

的不足。 

3.1. 生活化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 

教师访谈显示，右江区 M 中学教师对“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具体表现为，

一是教师课程任务繁重，较为顾及完成教学任务，仍不太注重生活化教学。二是生活化教学仅多运用于

“道德与法治”公开课。三是教师对生活化教学存在片面的认识，认为生活化教学即为教科书与生活案

例的简单结合。比如，一方面教师所选的生活案例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即未能紧贴学生的生活实际引

用生活例子进行教学。另一方面，教师并不注重使用多种方法开展生活化教学，而仍注重理论灌输。四

是开展生活化教学缺乏专门指导，效果不佳，且具体的“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实践较少。由此可

见，教师未能真正落实好生活化教学，即为对生活化教学不够重视。 

3.2. 生活化教学的方法相对单一 

开展生活化教学的方法是需要在生活化教学理念指导下的方法，比如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等都

可运用于生活化教学课堂当中。在与右江区 M 中学教师的访谈中了解到，大多数课堂仍然是固守讲授为

主的教学方法，长此以往，学生对这样的教学方法会产生反感情绪。但是，教师认为，讲授法能够及时

恰当地完成课程任务，为后续考试做好准备。根据调查，右江区 M 中学大多数教师通常使用一种教学方

法开展“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即“师讲生听”的传统教学，可见其开展生活化教学的方法比较

单一。 

3.3. 生活化教学的内容不够贴近学生 

关于“您是如何设计生活化教学内容的？”的调查，三位教师认为偶尔引用教材中个别生活案例即

是生活化教学。两位教师结合自身的认知和经验，选取生活案例来设计教学内容。由此看出，右江区 M
中学教师并未能很好地联系学生的生活背景来设计教学内容，即选取的生活案例不够贴近学生，因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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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教学的内容才会不够贴近学生。具体表现为：以八年级《服务社会》为例，教师直接照搬课本“小

交警指挥交通”、“纪念馆当志愿讲解员”案例进行课堂导入，并设问“你是否参加过类似活动？谈谈

你的感受。”紧接着学生的一致回应都是没参加过，说明学生对此类活动并不熟悉，疏离学生的生活，

更谈不上感受。 

3.4. 生活化教学的资源相对欠缺 

根据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发现右江区 M 中学存在“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的资源相对欠缺。

“你认为‘道德和法治’课教学资源存在欠缺吗”，57 位学生认为存在，占比 27.94%，其余 147 位学生

认为确实存在，占比 72.06%。说明部分教师未能积极利用多样的教学资源开展教学，所以在学生眼里显

得不够丰富，存在欠缺。同时，在访谈中，两位教师表示，教材是主要使用的教学资源，其他教学资源

尚未能充分挖掘和利用，以课堂教学为主，几乎没有课外实践。两位教师称对学生缺乏全面的了解，难

以充分挖掘、利用其他教学资源。比如通常照搬网络课件资源。有的教师则谈到，开展生活化教学需要

组建和培养专门的教师队伍，但是目前我校是不存在的。综上所述，右江区 M 中学缺乏生活化教学的资

源，具体表现在：教师使用单一教材资源、课堂教学缺乏课外实践、对网络课件资源缺乏整合利用，以

及缺乏专门的生活化教学师资队伍。 

4. 右江区 M 中学“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存在问题的原因 

4.1. 教师对生活化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右江区 M 中学教师对生活化教学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导致其不够重视开展“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

教学。具体体现在：一是教师坚持传统的教学观念，在“道德与法治”课上仍是注重理论传授。教师固

守传统教学观念，并不太注重落实生活化教学观念，更谈不上对生活化教学的有进一步思考和运用。二

是由于部分教师认为生活化教学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影响课程教学进程，且对学生关注和了解不够，使

“道德法治”课生活化教学趋向形式化[5]。三是认为“道德与法治”生活化教学便是简单把理论知识与

生活相联结。教师对生活化教学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模棱两可，思想上未能树立和落实生活化教学观念，

行动上落实生活化教学的实践仍较少，以致出现对生活化教学不够重视的现象。 

4.2. 教学方法局限于传统的讲授法 

一方面，由于右江区 M 中学教师的课程任务繁重，学时安排紧凑，即使他们知道可以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但为了及时完成教学任务，应付考试，仍又坚持传统的单一的讲授法，从而导致开展生活化教学

的方法相对单一的现象。另一方面，传统的讲授法也“讲”的不尽人意，表现为右江区 M 中学教师注重

传授理论，会抑制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课堂效果也随之下降。由于右江区 M 中学教师的专业素质水

平较低，加之教师对课本上的知识框架和教学实践活动缺乏深入的了解，课堂上无法根据具体实际情况

调整和改变传统教学方法，导致教学方式方法相对单一。 

4.3. 对学情的认识不够 

右江区M中学教师对学生的学情认识不够，导致其设计的生活化教学的内容不够贴近学生。一方面，

教师未能很好地抓住学生的生活特点去设计教学内容。具体表现在：教师设计生活化教学的内容，会出

现脱离学生的生活经历与体验，超出学生的认知范围的现象，拉开了理论知识与学生生活的距离。另一

方面，为了按时完成教学任务，教师有时无法保证时间和精力，迫使其未能很好地根据学生生活实际来

设计生活化教学的内容。归根结底，教师缺乏对学生学情的深入认识与分析，从而导致生活化教学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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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够贴近学生。 

4.4. 对生活化教学的资源挖掘不够 

开展生活化教学要善于运用多种生活案例、图片、课件等教学资源，才能更好达到生活化教学实效。

然而，通过调查发现，右江区 M 中学大多数教师对生活化教学的资源挖掘不够，体现在局限于运用教材

资源，很少去挖掘其他资源，例如网络资源。即使引用网上资源，也只是照搬，未能很好地联系学生生

活经历。教师重复利用单一的教材资源，内容重复率过高，如此循环反复，影响了学生对“道德与法治”

课程的兴趣，长此以往，导致生活化教学的资源相对欠缺，都源于教师对生活化教学的资源挖掘不够。 

5. 提高右江区 M 中学“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效果的对策 

5.1. 提高教师对生活化教学重要性的认识 

首先，右江区 M 中学教师应及时转变教学观念，树立并落实生活化教学理念，积极践行“道德与法

治”课生活化教学。其次，右江区 M 中学教师应主动学习生活化教学的相关理论，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

理论、杜威生活教育论等，深化对生活化教学的本质、内涵及其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提高对生活化

教学重要性的认识。最后，学校及相关部门鼓励教师积极开展生活化教学。第一，学校明文规定教师落

实“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第二，开设相关培训，帮助教师掌握生活化教学的相关技能。第三，

举办相关的公开课、赛课等活动，完善生活化教学相关竞争和奖励机制，并将生活化教学纳入教学评价

和评优考评标准之中[6]。 

5.2. 运用多种方法开展生活化教学 

为了更好地达到生活化教学实效，右江区M中学应鼓励教师积极运用多种方法开展生活化教学。如： 

5.2.1.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指教师根据教材选取学生生活中的实例，通过案例分析，获取知识。这样的课堂更贴

近学生实际，同时有助于锻炼学生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八年级《维

护秩序》为例，右江区 M 中学教师选取如“每周升旗活动”“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等例子，让学生

思考以上案例体现出哪些方面的社会秩序，从而进一步领悟社会秩序的重要性。 

5.2.2. 小组讨论法 
小组讨论法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分成若干小组，对问题进行思考讨论，并得出课本知识的方法。

它能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精神和语言表达能力。但需注意讨论的前提是问题具有

可操作性，且教师要适当地启发和引导学生，并对其进行评价。以八年级《责任与角色》为例，教师可

以设置问题：“你在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你要负什么责任？”在课堂讨论中，右江区 M 中学教师应

积极引导学生从学校、社会和国家三个不同层面去思考，让学生意识到他们扮演什么角色，应负起什么

责任。 

5.3. 结合学生实际设计生活化教学的内容 

5.3.1. 依据学生的兴趣设计生活化教学的内容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甄选贴近学生学习生活实际且学生感兴趣的生活化教学的内容，是

提高课堂教学工作质量的关键。在教学中，右江区 M 中学教师应多关注学生，多与学生沟通交流，从日

常各方面了解学生的生活，发现学生的兴趣。在深入把握基本学情的情况下，积累学生生活中的实例，

并将其应用到课堂上，使学生在现实生活情境中探索学习理论知识。例如，学生喜欢看短视频，教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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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网络收集与学生的生活相贴近，并与课本知识有密切联系的视频开展教学。 

5.3.2. 依据学生认知水平设计生活化教学的内容 
初中学生的认知尚未成熟，且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亦各不相同。由此，右江区 M 中学教师应该主

动把握教学内容和学生生活实际的逻辑关系，结合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选择学生经常会遇到的社会

热点问题、生活问题作为教学案例，让“道德与法治”课堂更加贴近生活。不同班级学生的认知水平

有所差异，右江区 M 中学教师应结合不同班级学生的认知特点，通过互联网选取学生易于学习理解的

生活化教学的内容，让学生在浅显的课堂氛围中得到相关知识的升华，更易于达到生活化教学所应达

到的效果。 

5.4. 利用多种教学资源开展生活化教学 

右江区 M 中学教师应积极利用多样化的教学资源开展教学，使“道德和法治”课更加丰富多彩，从

而提高生活化教学实效。 

5.4.1. 利用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教学资源 
一方面，右江区 M 中学教师主动挖掘学生熟悉的生活案例资源，如日常小事，后期适可运用于课堂

教学。另一方面，右江区 M 中学教师可通过互联网搜集、分类整合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近的生活素材，

例如视频、图片等，运用到合适的教学情境中，不仅能丰富课程内容，学生也能在课堂上学习到更为全

面的“道德与法治”课程知识。以八年级《关爱他人》为例，教师不一定非得局限课本中的案例，可以

利用如“学生生病时，同学、老师及家人的问候”、“同学互相帮忙捡起掉落的笔”等生活小事都可用

作生活素材来运用到课堂教学中。 

5.4.2. 利用本土地方特色的教学资源 
每个地区都有各具特色的本土教学资源，而学生对本土特色资源了解和掌握较多。所以，教师在“道

德与法治”生活化教学课堂中，可以选择和利用学生熟悉、感兴趣、富有本土地方色彩的教学资源作为

问题设计和讨论的背景材料。右江区 M 中学教师要紧抓红城百色的地方特色，利用好红色资源。以七年

级《生命可以永恒吗》为例，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参观“黄文秀先进事迹馆”，通过实践活动，拓展学生

的学习空间，使其更深入了解黄文秀的先进事迹，感受生命的价值，并积极引导学生坚持弘扬“文秀精

神”。而将地方特色的生活材料融入到“道德与法治”的教学中，相当于实现理论与现实的高度契合([7], 
p. 26)。 

5.4.3. 利用符合国家方针政策的教学资源 
在实际教学中，右江区 M 中学教师可以将当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热点问题与课程知识

紧密结合起来，鼓励和调动学生深入了解我国的内外政策，使得课堂教学更具深度和广度。以九年级《建

设美丽中国》为例，教师根据我国的方针政策，如“坚持绿色发展道路”，实现课程知识与时政方针实

现有机结合，这有利于帮助学生了解时政方针、学习和把握课程知识，增强学生的担当意识和培养其家

国情怀([7], p. 26)。 

6. 结束语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表明，右江区 M 中学“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存在四个主要问题：生

活化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生活化教学的方法相对单一，生活化教学的内容不够贴近学生，生活化教学

的资源相对欠缺，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希望能对改善右江区 M 中学“道德与

法治”课生活化教学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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