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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的互动教学

◎ 沙 飞/辽宁省瓦房店市第三十一初级中学 辽宁 瓦房店 11 6300

  摘要:基于国家对素质教育的大力提倡,学生的核心素养成
为了当今时代背景下不可忽视的问题。而《道德与法治》作为初
中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因而本文从《道德与法治》课程的互动教学入手,分析
课堂中互动教学的现状,以此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和良好品德的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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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研究意义
第一,对学生个人身心健康发展的意义。道德与法治对于

学生的影响是深远长久的,学生在面对着各种信息冲击的同时,
更应该加强学生个人行为习惯与品德的培养,促进学生个人的

身心健康发展。第二,对家庭和社会的意义。在网络冲击下,如
若没有良好的德育教育,便不利于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甚至可能

出现犯罪行为,因而良好的德育教育一方面不仅有利于家庭友

爱团结氛围的营造,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第三,对构建和谐校园的意义。加强初中学生的道德与法治教

育,有利于促进学生与同学进行和谐的交流沟通,与老师之间和

谐关系的发展,营造和谐、团结友爱的班风,建设文明和谐校园。
2 初中道德与法治中互动教学的现状
2.1 道德与法治课程互动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不

足 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中,如果课堂的氛围比较严肃紧张,学生

在课堂中的积极性就不高,并且初中生正处于叛逆性,采用说

服、说教等形式,部分学生难以接受,甚至出现抵触的情况,就导

致课堂互动中,学生积极性主动性不足的现象。
2.2 课堂中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不足,不利于学生良

好道德品质和综合素养培养 课堂中学生与老师的互动性不

足、学生与学生进行合作交流时的互动也不足,在课堂中没有对

学生进行引导和实质上的教育,学生对于道德与法治课堂的内

容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学生的思维和视野没有得到打开,因而不

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2.3 课堂缺乏学生的探究性合作性互动学习,学生创造

性、探究性思维不足 在课堂中,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体现不足,
存在教师主导为主的课堂现象,因而学生的自主性不强,在课堂

中的小组互动讨论中缺乏合作性、探究性,因而课堂所传授的道

德与法治内容没有得到深层次讨论和接受,不利于学生的创造

性、探究性思维的培养。
3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互动教学的策略分析
3.1 营造民主平等的课堂互动氛围,调动学生轻松愉悦学

习的积极性 初中学生正处于叛逆期,学生的个性色彩很强烈,
在课堂中如果教师只是对学生进行知识和理论的说服,一味的

传授“不要干什么”,一是学生可能会觉得枯燥无味,部分学生还

会心理和行为上表现出抵触的现象,二是课堂的氛围会比较严

肃庄重,教师所传达的道德与法治知识观念就更不会被学生所

接受。因此,我们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中,应该首先要创设一个轻

松民主平等的课堂互动氛围,让学生在课堂中有轻松想积极参

与并有互动的欲望。例如在人教版教材《道德与法治》七年级下

册中,第四单元走进法治天地,第九课中的探究分享板块,根据

不同情境图,学生对上述行为,例如孩子满 6 周岁上学、同学骑

车带同学回家等进行判断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在教学中,教师应

该创设轻松民主的课堂氛围,通过让学生之间进行互动探讨或

师生之间互动得出结论,而不应该一味地说教式的禁止此类行

为,忽略了课堂的互动。
3.2 转变教育观念,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和互动,提升学生

综合素养 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中,在新课改观念的影响下,课堂

教学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学生

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具有自身的发展性、独立性,因此,在课堂教

学中就应该关注学生,针对传统的教学形式,首先应该注重学生

学习的自主性,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让学生真正的

融入进课堂,做到以教师为主导和以学生为主体,并且应该对学

生进行引导,在课堂知识内容中引发学生对知识的思考和进一

步探讨,不应该只是对知识进行传授,要转变教育观念,由向学

生传授知识向教会学生学习转变,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例如

在课程九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五课少年的担当中,要以学生为

主体,探究与分享板块中各位榜样人物向学生展示着他们的责

任与担当,要着重对学生进行引导,为何他们愿意这样做? 这样

做的意义是什么? 通过引导教育,提升学生的个人担当意识,进
一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3.3 发展良好师生互动关系,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探究思维

 在课堂中,良好师生关系对于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来说都很重

要,对整个课堂的学习效果也有很大影响,因而教师在课堂和生

活中,应该注重建立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推动课堂互动,促进

学生创造性和探究性思维的发展。例如在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

二课《学习新天地》的探究与分享中,应设置情景吸引学生的学

习兴趣,以学生为主体地位,设置灵活多变的教学形式,让学生

参与进课堂,采用学生乐于接受的互动形式,例如采用小组讨论

问题的形式:“长成大人以后,我们还需要学习吗?”学生经过群

体的讨论,得出结论,获得认知,认识到学习是没有终点的,由此

教师再进行总结归纳,学生获得对知识的理解掌握。通过讨论

的形式,学生不仅掌握知识,而且倡导了探究性学习,培养了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究思维。
4 总结
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形式的课堂互动对于道德与法治课

程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促进课堂效果提升的重要因素,因而本文

主要从民主平等的课堂氛围的营造、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和师

生良好互动关系的建立进行分析,以此促进课堂进行良好互动,
提升学生个人能力和达到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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