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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的导课方法之我见

翟 娟

摘要 ： 教育 家 第斯 多惠说道 ：

“

教育的 艺术不在 于传授知识 ，
而在于唤醒 、激发和肢励 。

”

在初 中道德 与 法治教

学 中如何通过导课才 能真正达到此 目 的
，

文章认为 通过唤醒 学生 的思维 、 激发学生 的 学 习 兴趣 、鼓励 学 生积极参

与 活动
，
进而 落实把课堂还给学生的课改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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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 ：

“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
一

半 。

”

道德与

法治教学要想在课堂上实现师生的高效对话 ， 就

必须精心构思 、巧妙设计导课环节 ，从而激发学生

学习 的兴趣 、唤醒他们的思维 ，使他们尽可 能多地

掌握知识 、提升能力 、修炼品性 、获得人生启迪 。

那么 ，在教学实践中如何导课呢 ？

运用 已有的优秀经验 ， 开启课堂 。 教育部组

织编写的人教版初 中 《道德与法治 》教材分为单

元 、课 、框 、 目 四级标题 ， 单元题和课题下面设有导

语 ，每框都以
“

运用你的经验
”

导人 ，
以

“

拓展空间
”

收尾 ，
正文 中穿插使用

“

探究与分享
” “

相关链接
”

“

方法与技能
” “

阅读感悟
”

等栏 目 。 教材以
“

运用

你的经验
”

导入
，
引导学生分享交流 ，

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 。 如在教学七年级上册 《少年有梦 》

一

课时 ， 教师试问学生
“

你的梦想是什么
”

，

一石激

起千层浪 ， 开启 学生的追梦之旅 ；
在 《增强生命的

的钿性》
一课的学习 中 ，我和学生谈到

“

在你的记

忆中 ，有哪些不愉快的经历
”

，进而引 导学生
“

开启

认识挫折 、挖掘生命力量 、增强生命韧性之旅
”

。

创设适合的教学情境高效导课 。 教育家苏霍

姆林斯基说 ：

“

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 ，都依赖于兴

趣 。

”

我们也经常和学生谈到
“

兴趣是最好 的老

师
”

，有了学 习 的兴趣 ，
可 以使学习者 的思维处于

高度兴奋状态 ，从而增强学习效果 ；有 了学习的兴

趣 ，就有了求知 的欲望 ，就有 了 主动获取知识 、 开

阔视野的 内在动力
；
有 了学习 的兴趣 ，

还可 以使学

生有更强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 如果说
“

运用你的

经验
”

可以更好地把课堂还给学生 ，那么 ，创设恰

当的情境调动学生的兴趣则有利于学生的高效学

习 。 如在教学七年级上册《认识 自 我 》
一

课时 ，教

师播放寓言故事 《胳驼和羊 》 ， 学生听完故事后 ，教

师设计各种问题 ， 从而高效导课 ； 在教学《和朋友

在
一

起》
一

课时 ，教师用 ＭＶ《朋友 》创设教学情境 ，

引导学生在欣赏歌声的过程中走进新课 ，感受友

谊的珍贵
；
在教学《走进教师 》

一

课时 ， 教师以课前

拍摄的教师照片创设情境导课 ，潜移默化之中 引

导学生走进课堂 、走进教师
；
在教学 《感受生命的

意义 》
一课时 ，教师通过微课《皮皮的生命之旅 》带

领学生追问生命的意义 。

巧用 乡土资源 ，激趣导课 。 乡 土资源具有较

强 的地方特色 ，被当地人民认可 ， 可作为教学资

源 。 如果能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恰当运用乡 土资

源导课 ，学生就能更好地参与到课堂中 ，能从与 自

己联系密切的生活经验 、已有 的知识 、能力 、志趣 、

品德的实际出发体验感悟 ， 而且还能有意识地培

养学生爱家乡 、爱祖国 的感情 。 如在教学九年级

上册《延续文化血脉》
一课时

，
我就事先让学生搜

集调查 ： 中卫市有哪些代表性文化及文化名人 ？

这些文化名人又为中卫市的发展及文化传承方面

作 了哪些贡献？ 并在导入环节展示了 《中卫文化》

微视频 ，
还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相互交流所搜集到

的
一

些文化资料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 运

用学生喜闻乐见的乡 土资源完善导课环节 ，既有

效地贴近了学生的实际生活 ， 又收到 了 良好的学

习效果 。

从生活实际 出发 ，优化导课 。 优化的导课方

式不仅可 以 消除学生课前的畏难心理 ，
还可 以激

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从而为课堂教学活动顺利开

展打好基础 。 而要优化课堂
，
鼓励学生积极主动

地参与 到课堂中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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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王彩萍

摘要
：
作文是学生认识水平和语言表达 能力 的体现 ，

是学生综合素 养的全面反映 。 实践证明 ，
只有将 阅 读教

学与 作 文教学结合起来 ，
用 阅 读教学指 导 、规范作 文教学 ，

才 能为 学生奠定扎实 的 写作基础。 文章从培养学生观

察事物的 能 力 、遣词造句 的能力 、 谋篇 布局 的能力 三方面进行论述 ，
探讨 了 培养学生写作能力 的 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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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指 出 ：作文是学生认识水

平和语言表达能力 的体现 。 写作就是把 自 己 看

到 、听到 、想到的 内容或亲身经历的事情用恰当的

语言表达出来 。 语言表达的过程就是根据
一定 目

的精心选择材料和合理安排材料的过程。 学生写

作如同建筑师从事建筑工作
一样

， 丰富多彩的词

汇库是语言的建材库 ，精心选择和合理安排这些

感兴趣的 ，并为他们所熟知的 日 常生活入手 ，即新

课导入生活化 。 如在教学七年级下册《青春的情

绪》

一

课时 ，我首先让不同层次的学生谈谈马上要

期 中考试了 心情如何 ，进而从学生的生活实 际出

发导入新课 ，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然后

启发 、引 导学生结合 自身经历谈谈 自 己是如何调

节消极情绪的 ，
以便更好地面对生活 。 又如在教

学 《生活需要法律 》

一

课时 ，教师引导学生交流反

馈生活 中都有哪些法律为我们保驾护航 ，
如果没

有法律 ， 我们 的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 ， 进而引 出
“

生活需要法律
”

的论述 。

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经典导课。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中 国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

活 中形成的价值共识 ，
而且还积极吸收了 世界上

的文明成果 。 同时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以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主要内容 的 当代中 国精神

的集 中体现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在教材

《道德与法治 》的字里行间 ，作为教师 ，如何在导课

过程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如在教学八

年级上册 《诚实守信》
一课时 ，我先问学生

“

社会主

材料才能建成漂亮的高楼大厦 。 如果缺乏足够的

词汇和句式常识 ，缺乏必要的表达手段 ，表达时就

谈不上选择和安排 。 因此 ，只有重视在阅读教学

中不断积累词汇 ，学习句式常识 ，掌握一定的表达

手段 ，才有可能达到准确表达的 目的 。

一

、培养学生观察事物的能力

观察是认识的基础 。 人们认识事物总是先从

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是什

么
”

， 引 导学生反馈后导出新课 ；在学习 《 自 由平等

的追求 》
一

课时 ，我试问学生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 目标是什么
”

，引 导学生 回答

后走人新课
；
学习 《生活在民主国家 》

一

课时 ，我反

问学生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

追求是什么
”

， 引导学生交流应答后学习新课 。

总之 ， 《道德与法治 》作为新教材 ， 给教师创新

教学提供了很多新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 教师要抓

住机遇 ，乘着教材改革的春风 ， 紧扣时代脉搏 ，探

索更多的 、高效的 、有趣的 、经典的导课方式 ，
开启

优化课堂教学 ，更好地做学生学习 的引 导者 、参与

者 、合作者 ，为高效地传道授业解惑 、传递人类文

明努力 。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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