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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借生活案例，培养思维探究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中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策略刍议

叶鹏程

（广州开发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新课改更加注重挖掘学生潜力，尊重学生课堂主体地位，教师不再是满堂灌，开始注重学生思维能力培养。初中道德与法治

涵盖了德育教育、法制教育，对初中生三观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教师单纯讲大道理的时代已经过去，教师要挖掘生活案例，引导学生分

析生活案例，感受法治与道德的力量，从而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提升道德与法治教学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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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筛选生活案例，让学生思维更加活跃

初中生思维活跃，好奇心非常强，道德与法治教师要挑选一

些和学生生活联系紧密的案例，让熟悉的生活案例激发学生思考。

例如教师在讲授“做情绪情感的主人”这一单元时，可以选取青

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利用微课展示一些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网

络直播、互联网上发表过激言论等案例，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亲

身经历进行思考，如何才能控制情绪，提升自我约束能力。互联

网给学生学习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诱惑，教师要引导学

生辩证看待互联网，结合沉迷网络游戏带来的危害，例如长期打

游戏会损坏人的身体健康、网络成瘾会让人的思维变迟钝，初中

生比较热血冲动，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在互联网上发表一

些不恰当的言论，这些都是学生缺乏自我控制能力的表现。教师

要引导学生控制自己的情绪，合理控制上网时间，杜绝网络游戏

虚拟消费，讲解互联网法规，引导学生文明上网、健康上网，让

学生更加全面考虑问题，提升学生自我控制能力。

二、结合时政新闻，培养学生辩证思维

青春期是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道德与法治课程兼具了德育

教育和法治教育的重担，教师要积极开发时政新闻，渗透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念，培养初中生的爱国情和社会责任感。例如教师

在讲解“关心国家发展”一课时，可以结合 2019 年国庆大阅兵、

共和国勋章授予仪式，通过这些时政新闻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2019 年我国举办了七十周年大阅兵，展示我国在军事、新农村建

设、教育上取得的成就，优秀教师组成了“立德树人”方阵参与

了阅兵式，整个阅兵式气势恢宏，展示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教师要引导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理解人民当家作主的真

正含义，渗透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了解中国公民的权利与义

务，例如基本的依法纳税义务、选举投票权利，让初中生了解基

本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在学生内心种下维护国家利益的种子。

共和国勋章是为了表彰为社会建设发展做出贡献的优秀英雄，例

如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袁隆平院士、潜心

核潜艇研究，隐姓埋名几十年的工程师黄旭华等，他们都是祖国

建设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为维护国家安全、人民幸福做出了奉献，

他们是爱国精神的代表，值得我们学习。教师利用这些实证新闻

开展教学，引导学生全面、辩证分析祖国发展，让学生树立维护

国家利益、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

三、组织小组综合实践，培养学生问题意识

道德与法治教师要引导学生开展小组实践，设计小组任务，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让多元化的问题来促进学生思维发

育。例如教师在讲授《少年当自强》一课时，设计小组任务，例

如青少年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你如何理解“少年强则国强”、你

眼中的“中国梦”是什么样子的等议题，小组自主选定探究主题，

搜集相关资料，阐述小组对于青少年、国家、社会担当的看法。

小组综合实践需要自主搜集材料，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提出

的希望、优秀青年报效祖国的事迹、国家对青少年教育的投入等，

让学生亲身体验青少年成长和国家发展之间血脉相依的关系。有

的小组探究了青少年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结合邓稼先、袁隆平、

张富清等人事迹，理解这些英雄人物在青少年时期树立的“爱国

救亡”志向，再结合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寄予的厚望，青

少年如何履行社会责任，例如遵守法律法规、时刻谨记爱国、不

传播网络谣言等行为都是力所能及的爱国行为。学生在小组探究

活动中，发现了很多问题，对自身言行举止进行了反思，进一步

提升了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更提高了学生的道德修养。

四、积极开展课本剧表演，提升学生思维能力

初中生思维更加活跃，道德与法治教师可以结合课本，鼓励

学生进行课本剧表演，引导学生把课本内容转化为生动、有趣的

故事，进一步培养学生创新和逻辑思维。例如教师在教授《中国

的机遇与挑战》一课时，我国外交政策、对外开放政策是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结合教材漫画和学生个人体验编创课本剧，展现新时期

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的学生选择杭州 G20 峰会作为课

本剧核心，模拟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阐述了各国对全球化的认识，

重点介绍了我国提出的全球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我国负责人大

国态度，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等，展现了学生对当前国际局

势的了解。有的学生看到了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和诋毁，

观看了中国外交部发布会，分享了华春莹、赵立坚等人的精彩回答，

体现了学生的危急意识。学生在课本剧创作中加深了对道德与法

治课程的理解，真正感受祖国强大的力量，督促学生更加积极投

入到学习中，促进学生辩证思维发展。

五、结语

总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要注重思维培养，积极开发多元

化教学素材，创设不同学习情境，运用生活案例、时政新闻激发

学生思考积极性，教师要引导学生结合亲身经历进行分析，让学

生自主发现问题，从而促进学生思维发育，为培养优秀社会主义

接班人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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