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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方式探究

◎徐佳娴

初中道德与法治作为一门塑造学生情

感态度和价值观的重要课程，肩负着关注

学生内心世界，培养学生价值取向，树立

学生家国情怀的使命。参考巴班斯基的教

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在全面考虑教学规律、

原则、外部条件的基础上，组织教学过程

以保证教育发挥最有效的作用。为了达到

教学的最优效果，在高质量完成教育教

学任务的同时，能够达到道德与法治学科

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作用，

通过调查研究，结合课堂的教学实际和学

情，我尝试设计了以学生为主的“师生互

动——生生互动——家校联动——课后实

践”教学方式。

一、师生互动

目前普遍采取多媒体课堂的教学方

式，对道德与法治教师网络课堂的教学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微课为主的课程主要

是运用教学资源，提升教学效果，教师的

角色从已有的教学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

导者，探索授课中的师生互动方式。

网络时代，每个学生时时刻刻都在接

收知识，使用知识，学习知识不是唯一的

目的，作为教师，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培

养起良好的获取知识的能力和方法，在关

注学生对教材学习的同时，更要关注学生

是否能以教材的知识为依托，不断探索不

断反思，总结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针对学情的变化，在教学中适度播

放学习强国平台的歌曲、朗诵诗歌等内

容，舒缓压力、调节学习的节奏。在传

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依托网络为平台，

具有灵活多样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网

络传递的丰富知识为课堂提供了大量的

教学资源，能够极大地促进学生的学情，

丰富教学实践。

在授课过程中尽量减少学生看课件等

时间，尽量增加互动交流内容的同时也保

护学生的视力，要考虑到电子产品对学生

视力的影响，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进行了大

量的工作，设计了丰富的实践活动，相

应的减少单一观看视频的时间，增加其

他的教学活动，采取多样的形式进行师

生沟通。

结合教研的内容，引导学生概括总结，

绘制图表梳理思路，采取绘图的形式，与

学生交流制作思维导图，帮助学生掌握课

标要求的知识，完成本课的知识目标。

二、学生互动

在日常教学中使用的是“以学生为中

心”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是学习过程的

主体，知识的获取不是通过讲授获得的，

而是学生在课堂创设的学习场景下，通过

主动的沟通学习获得的。

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以培养学

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为第一目标，最大

优点是突出学生的认知主体地位和学习

的主动性，适合个性化学习，适宜培养

创造性人才，提升学生通过学习的获得

感与成就感，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和主动探究能力。

三、家校联动

依托网络平台，大量的优质课程可

以进行在线学习，方便学生完成在线学

习，主动进行学习探究，与国家教学云

平台搭建联动机制，及时接收家长对于

学生学习状态的反馈，形成家校联动的

学习沟通方式。

利用学习强国等在线学习软件，通过

互动分享等方式进行沟通交流。以学习强

国平台为依托，教师加入家长组建的学习

强国群组，在群内互动分享教育教学相关

的新闻内容，鼓励学生关注时事新闻，了

解时政要闻，充分关注民生，心系国家发

展，了解时代脉搏。

四、课后实践

将内在感受外化于生活实际，学习知

识不是目的，使用知识才是目的，减轻学

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最终是为了帮助

学生实现自我的发展。

在授课时，充分引导学生关注官方媒

体的新闻发布会，在教学中加入学习强国

辽宁学习平台对英雄事迹的报道，提升学

生的心理认同感，在疫情期引导学生摆脱

精致利己主义思想，帮助学生树立家国情

怀、责任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对学生的价

值观的影响塑造是全面立体的。

对于课程的内容，学生结合了网络搜

索的形式，往往能够提出新的问题和探索，

对于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思维，我在教

学中一贯是采取鼓励和引导的方式，积极

帮助学生进行探索。

学生往往能结合教材“探究与分享”

的内容提出新的问题，开始主动预习下个

单元的内容，表现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对于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求知欲明显增

强，沟通有效性大幅度提高，通过良好的

互动方式，遵循了学生的认知规律，提高

了学习效率，学生之间的交流主动性提高，

形成良性循环互动。

作者单位：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第十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