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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育是当前学校教学中越来越注重的课题，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和行为习惯都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能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

初中开展德育教学也是现代教育的必然选择，是帮助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手段。初中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实现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

段开展德育教学可以对学生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就从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地位、创设德育教学情景以及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活动，

从多个方面论述了初中德育教学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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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阶段是学生成长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这也就决定了这个时期开展德育教学

是非常重要的。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下，初中德育教育缺乏实践性，

大多数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都只是照本宣科，让学生只能获得书本上的

德育理论知识，而并没有真正带动学生主动践行德育理念，限制了学生

德育方面的发展和成长。为了更好地改变这种局面，教师要在教学活动

中总结教学经验，采取科学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德育知识，

不断提高自身德育素质。 

1 发挥学生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 

在传统德育教学活动中，教师只是一味地向学生灌输道德规范，忽

视了学生的主体性，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不能全面

体现德育教学的针对性和有限性。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更加注

重学生的体验，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积极的引导，鼓励学生

在教学中主动发表自己的观点，推动课堂氛围更加活跃。当学生认识到

自己才是学习的主体之后，才能更加主动地提升自身道德品质，更加主

动接受德育教学内容。不断提升自我认知，在积极思考过程中掌握与教

学的内涵。 

比如在初中教学活动中，教师在开展德育课程教学的同时要考虑到

为学生留出更多自主探究的时间。例如在讲解“勤俭节约，尊重他人劳

动成果”这一美德的过程中，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首先要带领学生主动参

与劳动如打扫班级卫生，维护校园环境，以及清扫社区等活动。在这一

过程中，学生就可以感受到劳动的辛苦，从而帮助教师更好的渗透德育

教学的内容。当学生对劳动有了深刻的体验之后，就能进一步增强学生

的情感体验，引导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一德育教学的内容。同时，这

种教学模式还可以帮助学生感受到自己才是学习的主体，让学生自主探

究更多德育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德育知识体系。 

2 协调学校和家庭德育力量，丰富德育教学成效 

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严重的叛逆时期，在思想道德方面存在一些

问题。为了帮助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就要考虑把学

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结合起来，整合有效的德育教学力量。学校要主动为

学生营造良好的德育教学环境，加强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交流，有效地挖

掘德育教学的资源。同时，家长也要积极主动的配合学校德育工作的开

展，努力了解学生德育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开展教学活动，提升德

育教学的成效。 

比如在初中德育教学活动中，为了帮助学生更全面地学习德育知识，

提高德育素质。学校要定期组织走访社区与家长的活动。不仅仅在形式

上加强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联系，同时还要引导家长重视德育教学的重要

性，共同构建良好的德育教学环境和氛围。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在教学活动中也要积极与学校取得联系，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掌握学

生的性格特点，采用科学的家庭教育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健康的发展。只

有这样，才能促使“家校合作，教育共赢”局面的形成，用教育和启发

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家长明确德育与学生发展学习成长之间的关系，让家

长更加注重学生的智育和德育发展。借助这种家校合作的教学模式，也

能让德育教学的开展变得更加顺利，方便德育教学活动取得事半功倍的

教学效果。 

3 开展形式多样的德育教学实践活动 

实践是检验学生认知能力和知识的重要形式，有利于帮助学生在实

践中正确认识德育教学的重要意义，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同

时，通过德育教学实践，还有利于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整

教学计划，丰富教学实践的内容，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德育修养。在德育

教学实践活动中，学生的问题也会逐渐暴露出来，能引导学生积极改正

自身错误，增强学生对德育学习的认识。 

比如，为了让学生树立远大的人生志向，在节假日期间学校可以以

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到一些历史博物馆和展览馆进行参观，引导学生深

刻地感受爱国主义，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其次，为了让学生在实践中

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教师也可以组织学生主动参加志愿者活动、小型

公益活动和社区服务活动，帮助一些孤寡以及空巢老人，为他们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为了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德育的学习，教师也可以定期组

织一些德育主题演讲比赛或者主题辩论会，让学生在娱乐中提升道德认

知，推动学生德育水平的提升，引导学生健康成才。 

4 结束语 

在长期发展德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不断深化德育教学的目标，

不仅仅局限于让学生掌握德育的理论知识，还要引导学生掌握德育实践

的方法。同时，教师也要明确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采取科学有效的

教学方法，坚持不懈地开展德育教学工作，帮助学生实现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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