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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考改革背景下初中部编道德与法治学科有效利用“拓展空间”的实践探索有其现实意义。初中道法教

材中的“拓展空间”栏目与学生的生活实践相结合，位于教材每个框架末尾。本文以八年级道德与法治

上下册两本教材中的“拓展空间”栏目为研究对象，针对教学内容，深化拓展要求。主要过程如下：分

类运用理解型“拓展空间”，成为教与学的“好助手”；延伸拓展实践型“拓展空间”，成为课堂内外

的“资源库”；合理巧用反思型“拓展空间”，成为师生成长的“助推力”。研究过程中，本着问题意

识、实践意识、主体意识、多元评价意识，注重把思考转化为实践，坚持以思想性、人文性、实践性和
综合性为基本原则，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互为赋能的过程中不仅增加了教学内容的弹性，同

时也拓展了课堂内外教学资源，实现书本内容的本义再生和生活意义的建构，促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实现课程目标，有效提高本学科的教学信度和学科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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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practical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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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ration of the effective use of “expanding space” for ethics and rule of law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has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expanding space” column in the middle school Daofa 
textbook is combined with the students’ life practice and is located at the end of each frame of the 
textbook. This paper takes the “expanding space” column in the two textbooks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in Grade 8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depends the requirements of expand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The main process is as follows: Class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understanding 
“expanding space” to become a “good assistant”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tend and expand the 
practical “expansion space” to become a “resource library”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Rea-
sonable and skillful use of reflective “expanding space”, become the growth of teachers and stu-
dents “thrust”. 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in line with problem consciousness, practice con-
sciousness,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multiple evaluation consciousness, the author pays atten-
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into practice, adheres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deological, 
humanistic, pra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adopts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of online and offline, 
which not only increases the flexibility of teaching content, but also expands the teaching re-
sourc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To realize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book cont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aning of lif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quality, achieve the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reliability 
and the discipline’s education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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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道德与法治学科整合了社会道德、法律和国情的

相关知识与技能，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公民参与、政治认同、法治意识四方面核心素养为宗旨的一门

学科。要达成以上素养目标，需要依托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让学生在辨析式学习过程中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部编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中的“拓展空间”栏目位于教材每一框内容的最后，结合

前面的知识学习与学生的生活实践丰富教学，促进学生知行相统一。新课程改革下初中部编道德与法治

教学有效利用教材中的“拓展空间”栏目进行教学实践已有初探，尤其是后疫情时代混合式教学模式下，

笔者结合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有效利用“拓展空间”的实践探索，将教材中的知识学习与学生的生活实

践相结合，有效地推动学科知识和学生生动的实践体验相融合，为丰富师生认知、开阔视野、拓展思维、

内化品质开展积极探索。 

2. 初中部编道德与法治学科有效利用“拓展空间”的探索意义 

2.1. 落实学科育人价值的实践要求 

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 [1]是道德法治学科的核心素养，落实核心素养的要求，

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必须着眼于学生的“发展”。而该课程育人价值的实现方式强调注重学生的自主参

与和积极实践，发展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育人目标上，关注学生学习、亲身体验的实践过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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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潜能开发和认知发展。中考改革背景下初中部编道德与法治学科有效利用“拓展空间”的实践研究

过程要求学生走出单纯的接受学习方式，亲身体验实践过程，实现学习方式多样化，从而更有效落实学

科素养，实现学科育人价值。 

2.2. 推动学科课程内容的拓展要求 

为了进一步彰显“拓展空间”栏目的价值，更好的运用教材资源，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和课程

目标的实现，本文以“拓展空间”的有效利用为研究对象，根据课堂实践找到教学中运用该栏目的具体

适切的方法和改进建议，研究过程要求教师更加关注学生的个性成长，突破学生单一的点状式接受学习，

实现学习方式的多元化，以促进对教材知识的理解、创新作业设计、提升实践活动能力、进一步培养学

生问题解决、协作、社会化能力。初中道法“拓展空间”有效利用的教学实践探索不仅增加了教材的弹

性，同时也拓展了课堂内外教学资源，教学内容、形式触及学生灵魂，实现学科课程的拓展要求和生活

意义的建构。 

2.3. 实现学科知识与实践相融合的现实要求 

面向学生完整的生活，密切联系其生活经验和发展的社会生活，是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有效利用

“拓展空间”开展教学的基本要求，其实践探索需要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更开放的时空间和评价维度。

后疫情时代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拓展空间”的有效利用可以借助智能学伴，精准呼应学生学习需求，引

导学生从家庭、学校、社会生活中发现具有生命力的活动资源；获得亲身参与教学的积极体验和丰富经

验，形成主动发现并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养成合作、分享等良好的个性品质 [2]；不仅有利于提高道

德与法治课的教学信度，同时也有利于让学生在学习与实践过程中成为会学习、会发现、会运用的课堂

主人。 

3. 初中部编道德与法治学科利用“拓展空间”的有效实践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中“拓展空间”栏目形式多样、创意新颖，在每框题的设计编排中呈现出固定

的规律性，本栏目以学生生活中各种问题的解决为逻辑主线，将学习知识与核心素养发展相贯通，为实

现道德与法治课课程育人功能提供了契机，是教材精心搭建的教学桥梁。为了在教学中更有针对性地使

用该栏目，改进现有的教学方式，调动学生探索新知的兴趣，充分发挥该栏目的教学价值，笔者尝试以

初中《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上下册为研究主体，对两本教材中的“拓展空间”栏目进行整理、归纳和分

析 [3]，在此基础上将其大致分为三类：理解型“拓展空间”、实践型“拓展空间”、反思型“拓展空间”

并结合其特点拓展运用。 

3.1. 分类运用理解型“拓展空间”，成为教与学的“好助手” 

初中七八年级段的学生在身心发展上正值“身心聚变”时期，是整个中学阶段“最关键”的阶段。

在情感认知上，随着年龄增长、心智成熟，青少年开始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兴趣，也开始思考自己和

社会生活的关系，思维品质虽有一定的发展，但片面性和表面性仍然存在，将本阶段学生的思维特点折

射到道德与法治课知识内容的学习上，就会发现有部分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走向片面化、极端化。理解

型“拓展空间”栏目正是从这种现象进行编排设计，将学生不易理解或理解片面的知识内容融进生动鲜

明的观点或事例进行呈现，提出富有探究意义的问题，激起学生的探索兴趣，引导学生展开实践，从而

进一步佐证教材观点。运用本类型栏目开展教学时，教师利用“知人论事”的方法，充分利用教材中“拓

展空间”栏目所呈现的教学资源，给予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在理性判断中内化知识，引领个体精神成

长。为了对理解型“拓展空间”栏目有进一步更加清晰的认识，分别选取两本教材中的典型栏目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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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说明： 
如八下 P11 页“拓展空间”的第一句“贫穷是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中国的减贫行动是中国人权事

业进步的最显著标志。”书本理论学生能意会一点，但理解不深。为此笔者根据分类在进行《治国安邦

的总章程》的拓展探究教学时，结合部编新教材八道法第二单元第三课《公民权利》设计“公民基本权

利”教学内容。笔者以文本为载体，在授课各个环节将公民基本权利与社会生活、校园生活相结合，以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帮助学生初步认知、理解公民拥有的权利，增强学生珍视自身权利、明确权利边界，

树立法治观念。教学中有选择地利用空中课堂资源、晓黑板，钉钉等智能学伴。教师在先学空中课堂资

源的基础上，提前利用钉钉导航新知预习，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大致的框架认识；在完成基本知识疏通

的基础上，结合第一课所学的内容(中国的减贫行动是中国人权事业进步的最显著标志)，结合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思考国家制定什么措施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这部分内容对很多同学来说虽然不是很

陌生，但也只是粗浅了解，系统反馈还是有难度，钉钉平台结合书本 42 页拓展空间将部分有针对性，有

思想的预习内容和教师指引推荐给不同层次的学生，围绕本框介绍的公民基本权利，以小组为单位，结

合日常生活，开展“我们的教育权利”为主题的情景剧活动，帮助同学深层次思考国家为什么保障公民

的受教育权。教师通过设定情境故事或呈现生活中的趣味事例，并将其作为教学素材让学生分析说明，

自主表达其理解，进一步得出其中所蕴含的知识内容或道理。 
理解型“拓展空间”栏目在教材中分布均匀，数量合理。运用本类型栏目开展教学时，教师首先呈

现栏目中情景或观点，由学生表明态度；其次安排学生针对自身见解寻求相应案例结合分析说明，论证

观点的合理性，在此进一步引导学生进行观察、思考、分析、实践，明确主体知识的思想性、哲理性；

最后通过概括、归纳等方法重新明确理论的正确性，使学生获得对课程知识的深度理解。在此过程中，

学生的自主探索、实际践行、深度内化等各项能力都将逐步提，同时也促进学生经验的调整、扩展。 

3.2. 延伸拓展实践型“拓展空间”，成为课堂内外的“资源库” 

初中阶段的学生开始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兴趣，也开始思考自己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在学习能力

上：已初步具备了对文本的理解能力，已逐步会运用联系生活的原则理解社会生活。实践型是“拓展空

间”中比重最多的一种形式，如何能通过实践型活动将拓展空间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可以通过“走进文

本”、“走进生活”、“回到文本”三个步骤尝试设计、开展教学。首先需要学生走进文本，以学生已

学的课程知识为起点；其次通过调查活动、小组探究、课外访谈、主题班会等多种方式培养学生利用课

程知识走进生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最后再回到文本，在学生经历了解、理解、深思、实践、内

化等各个环节，使学生在体验与操作中加深对重难点知识或主流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 [4]，真正深入到知

识的本质层面，与此同时生成新的学习内容，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品质，实现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的升华。 
此种类型栏目架起了理论内容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的桥梁。统编的教材中每个单元都有呈现，分布合

理，数量较多。因此，需要教师充分利用实践型“拓展空间”栏目，引导学生将原理性知识应用到真实

的实际生活中，实现做中学。为此结合部编新教材八道德与法治第二单元第三课第一目内容《维护秩序》，

笔者设计“社会生活有秩序”的教学微片段。教学中以文本为载体，在授课环节将社会秩序与校园生活、

班级生活相结合，以理论联系现实生活的方法帮助学生初步认知社会，增强遵守秩序的意识。“走进文

本”、“走进生活”、“回到文本”三个步骤具体尝试过程中有选择地利用空中课堂资源、晓黑板、钉

钉等智能学伴，采用的是学生课前分组预习、探究作业晓黑板布置、批阅、挑选后组内整合、课堂交流

的呈现方式。 
“社会生活有秩序”的教学片段中有一段“社会秩序重要性”的书本理论，教师在批阅预习作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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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选择与日常生活最贴近的食堂午餐排队作为例证，采用图文结合，生动活泼的学生排队场景、

光盘等角度说明有序、整洁、安全的食堂用餐环境能让我们感受学校生活的美好，以此体验社会秩序的

重要性。学生利用智能学伴提供的班级眼保健操、室内操两操场景照片引出有秩序的校园生活需要遵守

规则，倡导自律、敬畏规则的生活体验为小组内容做了提升。从而再回到文本书本 P31 的“拓展探究”(即
将到来的双十一购物节中的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教师根据前期教学，结合拓展探究，以维护、改进规

则为主题结合网购“后悔权”布置了主题作业： 
1) 明确网购“后悔权”，有什么积极意义？ 
2) 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一规定从无到有，再到不断完善，给你怎样的启发？ 
3) 针对服装店网店店主所说的现象，你认为应如何进一步完善规则？ 
同学们结合日常真实生活和网络资源在晓黑板、钉钉平台上进行探讨，不仅在情感上易引起共鸣，

有针对性的讨论，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目标的理解。 
实践型“拓展空间”栏目体现的特点则是参与性强，挑战力度大，内容真实且丰富，充分调动学生

对于知识的把控，引导学生通过合作探究、实际调研等多种方式来进行设计与实操，将知识运用到不同

的活动中。过程中实现在做中学，将理论知识进行活化运用，真正成为课堂内外的“资源库”。 

3.3. 合理巧用反思型“拓展空间”，成为师生成长的“助推力”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目标不仅在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注重学生的知行合一，力求让学生把

已学的学科知识通过相关媒介再应用理解，从而进一步开展自我反思、内化和教育，转化为受用一生的

良好习惯。在学生所经历的这一认知进程方面来看，反思型“拓展空间”栏目在学生的认知过程中就等

同于此种媒介，其承担的角色就像一面镜子，以“学科知识”为镜，寻找出在学习或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或情感有更深刻的认识。反思型“拓展空间”主要通过设置与学生生活情境相关联

的问题，学生在其相对应的真实问题情境中，通过已经学习并掌握的课堂知识内容或结合自身的学习和

生活经验来说一说，通过实际生活中做一做，再想一想反思自身现状以及往日的实践情况，从而深层次

的寻找出取得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进一步厘清学习思路、实践步骤、未来规划等内容。在学生进

行反思的过程中，逐步养成复习课程知识内容及应用课程知识的学习习惯。以八年级上册《我对谁负责 谁
对我负责》中的“拓展空间”为例： 

1) 回顾自己没有认真履行责任的事情，分析其对自己、他人或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分组查找有关最美司机、最美教师、最美环卫工人等履行责任的感人故事，并相互交流。 
道德与法治课教师要充分利用此类拓展空间引导学生崇尚法治、保持理性、学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教学前我们选取了抗疫中平凡人——广受网友关注的武汉大学生郭岳的典型事迹。郭岳“教科书式”的

自我隔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学生的良好教养、超强自制力与社会责任感，这也是公民遵守规则、依

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生动实践。这一案例启示我们要自觉守法，以实际行动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法

治环境 [5]，尽普通公民防疫职责。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轰动一时的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你最想对谁说一句话。一方面依托视频再

现事故过程，让大家感悟事故的惨痛；另一方面学生分别从当事人“刘某”、司机、其他乘客、网络舆

论四个不同角度予以分析、评判。在对现场情景模拟的过程中，结合本次事件的惨痛结果，我们又组织

了“假如我在现场”的情景模拟，设计角色扮演、法制讲堂等开放式的情景活动，让学生以主体的身份

贯穿整个事件的分析、反思、总结过程。 
每次社会性事件，都有可能为更好地治理社会提供宝贵经验。为此，我们在课堂上对此事件进行了

情景模拟、理论剖析、法治探讨的基础上再回到书本“拓展探究”的思考问题：回顾自己没有认真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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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事情，分析其对自己、他人或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课堂上利用反思型“拓展空间”与学生就

社会问题开展讨论、辨析，既有法治视角审视，又有道德观点哲思，引导知性受众形成文明理性的“围

观”之势，也为涵养师生的反思、警示意识提供成长的土壤。 

4. 初中部编道德与法治学科有效利用“拓展空间”的实践价值 

“拓展空间”意即在书本原有内容基础上，通过合理丰富其形式与内容，延伸学生学习触角。初中

道法“拓展空间”有效利用的教学实践探索不仅增加了教材的弹性，同时也拓展了课堂内外教学资源，

“以小见大”的教学内容、形式触及学生灵魂，实现书本内容的本义再生和生活意义的建构。 

4.1. 有助于树立内容探究意识 

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有效利用“拓展空间”实践探索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道法课堂教学不仅仅是为

了传授学科知识，培养学生想学习、爱学习、会学习的主动意识，帮助学生掌握发现、分析、解决问题，

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将初中阶段学生的思维特点折射到道德与法治课知识内容的学习上，就会发现有

部分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走向片面化、极端化。合理利用理解型“拓展空间”栏目，将学生不易理解或

理解片面的知识内容融进生动鲜明的观点或事例进行呈现，提出富有探究意义的问题，激起学生的探索

兴趣，引导学生展开实践，从而进一步佐证教材观点。从“教学内容引发的问题”入手开展有意义的探

究，使师生在设计、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教学相长，真正让“拓展空间”成为教与学的“好助手”。 

4.2. 有助于树立实践拓展意识 

从社会发展现实来看，让学生拥有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体验，是当前及今后道法课堂的重要任务。

道法课如何让学生喜爱、接地气、有生命力？必然离不开学生的实践体验。实践型“拓展空间”栏目在

每本书、每个单元都有合理呈现，教与学的研究须建立在实践基础上并通过实践型活动将其作用发挥到

最大。从微观层面来看，利用“拓展空间”教学资源，以真实的道德体验和道德实践感受真实的案例、

情境和活动，让道法课更有活力和吸引力。从宏观层面来看，仅靠书本上关于真善美的“理论”是不够

的，我们必须有直面现实的勇气，通过学生积极的人生体验，现实性解谈人世间真善美，从而触动师生

潜藏在心底的敬畏。 

4.3. 有助于树立主体体验意识 

传统思政教育注重社会群体价值而忽视个人个体价值，注重知识灌输而忽视人格教育，注重课程目

标而忽视现实需求。新课改下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目标之一是让学生把已学的学科知识通过相关媒

介再次进行应用，从而进一步开展自我反思、内化和教育，转化为受用一生的良好习惯。反思型“拓展

空间”栏目在学生的认知过程中就等同于此种媒介，其承担的角色就像一面镜子，以“学科知识”为镜，

寻找出在学习或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或情感有更深刻的认识。教育的本质是唤醒学

生的热情、兴趣、责任与思考已成为德育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部编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拓展空间”栏

目具有实践性、综合性、思想性等特点，尤其重视学生的主体意识，努力为学生独立、主动、创造学习

提供有效载体和主体实践空间。 

4.4. 有助于树立多元评价意识 

部编教材融合了道德、法治、中华文化、心理健康等多方面内容，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与方法的同

时也强调多元评价意识。传统道法课堂上较少有时间让生生、师生之间进行充分、多元的评价。基于“知

行合一”思想的“拓展空间”有效利用的实践探索，拓宽了教学时空、课程评价的主体和评价维度。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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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尝试在“拓展空间”有效利用的学习过程中，不仅注重知识层面，更注重学生将知识转化为生活经验。

同时让学生、同伴、家长、社会人士等参与评价，关注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过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主

动、认真负责地参与实践学习，从中学会与不同的社会人士交往 [6]。树立多元，多维度评价意识不仅可

以引导学生重视道德知识的学习，更意识到道德实践的重要意义，从而主动践行道德标准。 
本文仅是笔者对初中部编道德与法治学科有效利用“拓展空间”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作一些粗浅的

探讨和尝试，还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需要各位教学同仁指正并着手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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