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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出背景，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广大教师在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教学行为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初中道德与法

治课教学走近生活化研究是基于对当今课堂教学的反思、是基于新课程改革的需要、是基于贯彻和落实新的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和新的教学

理念的需要而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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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意义 

杜威说过：“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备。”生活是

学生学习的基础，是构成学生主观认识的主要素材。对于思想品德课而

言，脱离生活的教育不是成功的教育。但就目前的教学现状而言，初中

道德与法治课存在知行严重脱节的现象，也就是说，学生所学到的知识

只处于认识阶段，没有上升到实践层次，其所学没有很好地指导实践，

为我们的生活服务。产生知行脱节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教学没有

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传统的道德教育以课堂为基础，以教材为中

心，这种封闭的教学模式只注重德育的未来，而忽视了现在，割断了思

想品德课与学生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教学不符合学生的特点，不利于学

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不利于学生综合素养与教学质量的提高，不符合

素质教育与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针对这样的教学弊端，教师必须树立生活化教学的理念，使学生的

课堂学习与社会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习生活置于社会生活的大

背景下，让学生成为真正的社会人。 

2 本课题研究的现状     

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有许多学者和一线教学的专家对课程改革进

行了不同程度的回顾与反思。这些研究几乎涉及到了课改的方方面面，

如从理论基础的质疑与争论到课堂实践误区的揭示，从推进策略的形式

化到教材编写与审定的偏差，从发达地区课改的成就到薄弱地区（尤其

是农村地区）课改之难等等。其中，对课堂教学走向学生的生活争议颇

为激烈。就理论层面而言，反思与争论较多的是新课改理论与生活实际

的适切性、“基础与创新”、“知识与能力”、“学科与生活”、传统学习方

式与新课程提倡的学习方式等方面的关系。这些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集

中在哲学层面的探讨，几乎没有来自社会实践的审视，更缺乏系统地思

考与梳理。从目前来看，能够提供本课题研究的理论观点有很多，其中

包括：  

2.1 生活教育的相关理论：生活教育强调教育与生活的联接，生活

就是教育，就是教育的内容，教育因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提出在“生活

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的方法论。  

2.2 现代德育价值观：现代德育认为德育的本质是在于使个人完成

对于人生意义的求索和生存质量的提高。德育要促进个人道德社会化，

要引导人去建构个人的完满的道德生活，体验道德人生的幸福与崇高。  

2.3 主体教育观：人的主体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自觉，学生个体发

展必须通过独立自主的、积极主动的理性思考后作出行动选择，儿童是

其活动的主体，而不是被灌输的容器。 

2.4 生命教育观：人的发展以社会要求为导向，以生命意识为动因。

生命教育认为要以学生的生命活力为基础，关注学生生命，遵循生命发

展的原则，旨在形成学生健康的生命态度的教育。  

3 本课题研究的目标   

3.1 总目标：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课堂教学中，注重与学生生活的

联系，使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评价贴近学生的生活，不断改善学

生的学习方式，努力实现初中道德与法治课课堂教学成为学生喜爱的一

种生活，从而激发学生学习道德与法治课的兴趣，提高道德与法治课课

堂教学的实效性，以促进学生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    

3.2 具体目标：（1）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与探讨，努力探索出一套行

之有效的初中道德与法治课课堂教学“生活化”的一般操作模式，不断

提高初中道德与法治课课堂教学的效率，推进初中道德与法治课课堂教

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形成一些支撑初中道德与法治课课堂教学联系学生

生活的新的认识，以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2）通过本课题的

研究与探讨，努力使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真正成为学生喜欢的生活课程，

使学生形成积极主动学习的态度和能力，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学会在学

习中生活，在生活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发展自己，为自己

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好素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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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 

探索形成以“生活化”为特征的初中道德与法治课课堂教学的理论

框架、目标、评价、内容和操作方式，更新教师的教育理念，不断改进

教学方法，提高初中道德与法治课课堂教学的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

促进师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4.1 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初中道德与法治课课堂教学的现状。  

4.2 确立初中道德与法治课课堂教学“生活化”的研究目标和内涵。

以现代生活教育思想为指导，在教学活动中，逐步丰富学生的生活经验，

提高学生联系生活创造生活的能力，确立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及健康的

生活理想，提高其生活质量，在此目标下构建起符合具体教学形态的情

感、能力、知识三维目标体系，从而使内容体系更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

其内涵包括： 

A、教学目标生活化。就是指能灵活反映社会现实和发展需求及学生

个性全面发展方向的目标体系。  

B、教学内容生活化。指的是课堂教学的内容应及时全面的反映社会

发展的状态，要适应、包容全体学生灵活主动的发展，有助于教学目标

的实现。  

C、教学方式生活化。教师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活用教材，引导学

生参与教学活动，在活动中学生认知有展现的过程，情感有渲染的过程，

意志品德有分析评价的过程，行为实践有亲自体验的过程，这些过程有

利于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  

D、教学过程生活化。课首、课中、课尾等每一个过程的教学要贴近

学生生活实际，尽量缩短与学生实际生活的距离。  

E、教学评价生活化。生活化的评价是强调课堂生活以外的“真实生

活”，把“真实世界”中的真实问题作为建构评定的基础，强调学生真实

经验的重要性，强调教学对真实生活的适应，达到教学评价生活化，建

立积极的评价体系。  

4.3 探索初中道德与法治课课堂教学“生活化”的途径、方法，从

而形成初中道德与法治课课堂教学生活化的基本模式。  

4.4 通过实践和研究，努力提高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师的整体素质，

努力提高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5 课题研究步骤 

5.1 准备阶段（2018 年 2 月--2018 年 4 月） 

5.1.1 用文献研究法进行理论搜集和学习研究，了解教科研前沿动

向。 

5.1.2 设计调查表，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5.1.3 对问卷调查进行分析汇总。 

5.2 实施阶段（2018 年 5 月-2019 年 12 月）。 

5.2.1 根据制定的“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生活化教学的探索与实践研

究”课题研究的实施方案，进行实证性研究。 

5.2.2 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及时记录实施过程和效果，根据实施

的情况和反馈的结果，及时总结教学生活化的多种实施策略。 

5.2.3 对课题研究课进行再思考，再设计，使其更加贴近学生生活，

符合学生实际，并在组内上公开课。 

5.3 总结阶段（2020 年 1 月-2020 年 3 月） 

5.3.1 收集整理课题研究的过程性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总结。 

5.3.2 撰写研究报告，书写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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