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8 ▲教育在线

浅谈宪法教育生活化在八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教学中
的应用

◎刘丽琼
摘要：宪法教育是道德与法治课的功能性需要，而八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作为初中学段法治教育专册教材最重要

的一册，其内容以宪法精神为主线，涉及到了很多与宪法相关的知识，几乎可以说是初中宪法教育专本。如何以学科知识

为载体，更好地在教学中实施宪法教育呢？我认为在教学中实施“宪法教育生活化”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和策略。通过“课

前认真研读宪法文本、课堂创设宪法生活情景、课后积极践行宪法行动”让学生了解宪法知识，学会运用宪法知识、宪法

思维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从而将宪法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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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作为初

中学段法治教育专册教材最重要的一册，

以宪法精神为主线，其内容涉及到了很多

与宪法相关的知识。由此可见，宪法教育

是道德与法治课的功能性需要，也是每位

道德与法治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作为八

年级道德与法治教师，如何以学科知识为

载体，更好将宪法教育融入学科教学中来

呢？下面谈谈我在教学中实行宪法教育生

活化的一些探究和做法。

一、日常研读宪法文本，做好课前铺垫

与七年级的“道德方面”和八年级上

册“道德、法律”的学习内容相比较，八

年级下册的“法律”知识学习更加深入，

许多内容涉及了宪法相关知识，甚至直接

来源于宪法条文，大多数是以法律依据、

宪法条文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这对

于通过八年级上册学习初步接触一些法律

知识的学生来讲，他们的知识框架还在构

建中，尤其是对于宪法知识知之甚少，学

习起来会比较困难，会出现“反应慢”“听

天书”等问题，宪法教育很容易流于形式，

成为一句空话。

二、精心创设生活情境，丰富课堂教学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说过：“生活决

定教育，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没有生活做

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教育的目标是创

造好的生活，使生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而宪法教育就是通过生活实践中关心人的

生活世界及生活意义，让人在宪法的世界

中获得尊严、幸福。所以，宪法具有鲜活

的生命，而不是空洞的法条，它真实地存

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保障着我们的合

法权利。在实施宪法教育课堂教学时，教

师应把学生的生活与宪法教育连接起来，

从现实出发，从学生的生活实践中挖掘的

问题和案例，把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转化设

计成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引人入胜的案例

和活动，通过设置具体逼真的生活宪法场

景激发学生学习宪法的兴趣，培养宪法意

识，提高宪法情感。

例如：在讲授《公民基本义务》“依

法纳税”这一知识点时，我设计了《观生

活  看变化》环节。首先，让学生列举“你

所感受到的学校办学条件的变化，或你所

知道的当地或国家在建的大型基础设施。”

接着，思考问题，“其资金投入可能来自

于哪里？”通过分析，引导学生从生活中

列举事例，感受税收的重要性——国家财

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为了维持其运

转以及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保障，

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其次，设悬置疑，

激发学生探讨兴趣，“税收是国家的事，

与我们初中生无关，离我遥远着呢！真的

吗？”顺势引导学生回归到自己消费生活

实际，引入生活情境，抛出第三个问题，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当你和家人在餐

馆就餐完毕，想开一张发票时，商家总是

以各种理由拒绝：送饮料抵发票、不开票

价优惠、发票用完了…… 你知道商家为

什么要这么做？这种行为有什么危害？遇

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最后，聚焦

社会热点：2018 年影视明星范冰冰“偷税

门”事件及国家对其的处罚。

三、积极拓展课后生活，践行宪法行为

宪法不仅是国家的“政治法规”，又

是公民的生活规范，与我们的工作、生活、

学习息息相关。要想抓好学生的宪法教育，

仅凭课堂教学还远远不够，还应积极拓展

延伸课后生活，培养学生自觉主动参与社

会实践生活，通过自主实践内化宪法知识，

增强宪法意识，践行宪法行动。我会积极

争取班主任、级组和科组的支持，根据教

学进度和内容，适时组织开展“宪法在我

心中”“我爱国旗”等主题黑板报、主题

班会、手抄报、主题征文比赛、辩论会等

活动；协同科组，坚持做好“模拟法庭”

第二课堂活动。一场场精彩活动的开展，

牢牢抓住了学生的心，学生在不知不觉中

既学习了解了宪法知识，又增强了宪法意

识，培养了宪法情感，提高了用法、护法

及践行宪法行动的能力。

总之，道德与法治课的最终目的和归

宿是服务于生活实践。引入生活是为了回

归生活，生活是开展宪法教育的来源和基

础。抽象的宪法条文、宪法教育理论一旦

回归生活，就会变得生动与简单，在教学

中实行宪法教育生活化，能引起学生思想

上的共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宪法意识、

增强宪法认同感，形成在生活实践中遵循

宪法的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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