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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是一项全面性的育人方式，而学生的身心健康和知识水平都是教师进行教学的重点。如今，许多教师为了升学率而过分追求学

生的知识教学，忽略了道德与法治的教育，导致新闻上出现了许多未成年学生触犯法律或者有不文明行为的事件。因此，教师应注重学生道

德法治的教育，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思想观念。本文从情境设置、生活角度、活动开展这几个方面进行介绍，以此对初中道德与法治体验式

教学的策略进行分析，从而提高初中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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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教育事业也不断前进和发展。体验

式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心理特点设计的教

学方式，能够很好地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在初中道德与

法治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体验式的方法进行教学，让教师在课

堂教学的过程中充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深学

生对于道德与法治的理解。 

1 根据情境的设置来进行体验式教学 

知识是永无止境的，是一个没有尽头的神秘世界，其中蕴含的内容

不仅多还很复杂，让人们难以理解。初中生的学习水平受到学生自身的

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发展的限制，对于一些抽象、概念性强的知识理解

起来是具有一定难度的，而道德法治知识又是一个充满法律色彩的学习

部分，对于学生的理解能力有一定的要求，这就导致一些学生在进行道

德与法治的学习时无法准确及时地对知识进行吸收，从而产生厌烦心理。 

因此，教师可以利用情境的生动性进行应用，通过课堂中的情境设

置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从而提高学生的道德与法治学习能力和学习

水平。例如:在进行《家的意味》这一课时的教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通

过分组的方式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站在自己角色的角度进行思考问题。

首先，教师可以先让学生进行自行分组。然后，让每个小组的成员发表

自己的看法，根据自己家庭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场景进行剧本的编辑，决

定出一个 具代表性的情节。接着，让学生分别进行角色扮演，充分表

现出生活中的场景，可以是温馨的一幕，也可以是交流讨论，还可以是

争论分歧。通过这样角色扮演的情境设置可以很好地让学生身如其境，

充分地站在家长的角度思考问题，感受家长对自己的关心的爱护，很好

的拉近了学生与家长之间的距离，树立学生孝敬父母的观念，激发学生

道德与法治的意识。 

2 根据生活的角度来进行体验式教学 

生活是人们的一种日常的生活状态，是人们不可缺少的，因而一些

与生活有关的事物对于人们来说也会更加容易理解。在进行初中道德与

法治的教学时，学生会出现概念模糊，理解困难的问题，从而导致学生

学习效率降低，不利于学生道德与法治的学习。因此，教师可以利用生

活中一些学生熟悉的例子进行解释，促进学生的理解，让学生对事例进

行充分地体验，从而提高学生道德与法治的课堂效率。 

例如：在进行《在社会中成长》这一课时的教学时，教师可以根据

生活中的一些法律法规让学生进行讨论，以此激发学生的公共规则意识，

更好的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首先，教师可以先给学生播放一个短片，

短片可以是有关社会规则教育的，也可以是一些生活中的真实案例新闻，

然后让学生根据短片的内容进行发言，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接着教师就

可以根据这个短片进行扩展，提出问题：“同学们认为在生活中还要遵循

哪些社会规则呢？”然后让学生进行分组讨论， 后再让每个小组派出

一个代表进行总结发言，教师会得到：“在过马路的时候要遵守红灯停、

绿灯行的规则；不要想着不劳而获，不随意盗窃欺骗他人；公共场合注

意纪律；排队不插队；不在公共场合乱扔垃圾和随意喧哗等”答案，教

师还可以根据学生地回答进行补充，以此扩展学生的视野。通过这样的

问题引导方式让学生从生活出发，让学生充分明白规则在我们社会生活

中的重要性，能够很好的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将这些规则进行应用，同时

还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于道德与法治学习的兴趣，对于学生自身综合素质

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 

3 根据活动的开展来进行体验式教学 

活动是游戏的一种转变，它不仅充满趣味性，还能提高人们思维的

灵活性，是帮助学生学习的一种独特有效的方式，深受学生的欢迎。因

此，教师可以将其运用到道德与法治的教学中去，让学生对道德与法治

的学习充满兴趣。 

例如：在进行《服务社会》这一课时的学习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参

加一些社会服务活动，让学生充分感受社会服务带来的乐趣。教师可以

让学生以小组活动的形式进行社会服务，参加附近社区的“环境保护服

务活动”，让学生准备好垃圾袋等工具，进行环境清理，在每个小组将自

己的负责区域清扫完毕后用拍照的方式进行记录。 后，教师可以让学

生根据这次环保活动地体验进行总结，让学生用日记或者作文的方式将

自己的感想记录下来。通过让学生参与这样的环境保护活动，亲身体会

环卫工人工作的艰辛，激发学生的环保意识，，加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根据初中生的心理发展特点进行道德与法治的教学是必要的，教师

可以根据情境设置、生活角度、活动开展这几个方面进行体验式教学，

从而提高学生对道德与法律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总体综合素质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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