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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素质教育理念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初中教育改革中的影响愈加显著，新时期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教师开始尝试按照新课
程标准对全新教学模式的构建和应用进行分析，力求能对学生实施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教学指导。本文从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入手，对初中
道德与法治教学改革进行了探究，希望能为学生深入系统的学习和探索道德与法治方面知识内容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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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初中阶段道德与法治教学改革来说，积极探索小组合作学习模

式的有效应用，能发挥小组合作的力量组织学生对道德与法治进行独立

学习和合作探究，从不同的角度对道德与法治知识内容进行深层次解析，

从而找准道德与法治学习要点，提高道德与法治知识的综合学习效果。

因此在深入推进道德与法治教学改革的背景下，十分有必要针对小组合

作学习模式的实践应用进行分析，促进完善教学组织体系的构建，帮助

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知识内容进行学习，优化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1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存在的问题 
受到新课程标准的影响，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已经针

对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作出了相应的探索，并且在小组合作学习方面做

出了诸多的尝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在实际开展小组合作学习

教学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问题，会制约道德与法治教学活

动的优化开展。 

其一，小组合作学习环境设置不到位，在缺乏有效合作环境的情况

下，初中生参与合作学习的积极性偏低，难以在小组合作学习的基础上

对道德与法治知识内容进行深入探索，会降低教学有效性。 

其二，小组合作学习中教师指导力弱化，部分教师没有按照学生的合

作学习需求开展针对性指导，完全依靠学生自主针对道德与法治内容进行

探究，会降低教学效率，也会限制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知识的深入学习。 

其三，小组合作学习与学生生活的联系不够紧密，部分道德与法治

教师并未结合学生的生活引导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知识内容进行探索，造

成学生无法真正融入到合作学习中，对道德与法治知识内容的理解和感

悟也不够深刻，会限制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的有效学习。 

2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模式的实践应用 
在对初中阶段道德与法治教学形成初步认识的基础上，新时期在全

面深入推进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为了能提高道德与法治教学活动的综合

效果，对学生实施更具针对性的教学指导，教师就要从小组合作学习模

式的实践应用角度探索教学改革措施，支持初中生对道德与法治知识内

容进行多元化的学习。 

2.1 创设小组合作学习的环境 

良好环境氛围的营造能使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到道德与法治知识内容

的学习活动中，产生良好的学习感悟和学习体验，从而提升学生对道德与

法治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在与教学内容相契合环境的影响下， 大限

度的激发学生参与合作探究的积极性，保障合作教学活动的优化开展。 

例如教师在讲解“走进青春”课程内容的过程中，就可以基于教学

需求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主动针对道德与法治知识内容进行

合作探索的欲望。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搜集与

青春感言相关的资料，如“做自己的主人，就是做命运的主人”、“青春

是黑夜转瞬一逝的曙光，把握青春你就把握了百舸争流的方向”、“青春

是立志的起点、旅行的征途”等，然后组织学生使用青春感言设计本小

组青春宣言励志海报，在班级中张贴。以此为基础教师开展课程教学内

容，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走进青春方面的知识进行分析，能在良好

合作环境的作用下激发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探索和学习的欲望，有助

于提高初中道德与法治知识内容的学习效果，从而循序渐进增强教学有

效性。 

2.2 优化教师合作指导作用 

在道德与法治教学实践中教师探索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以及教师小

组合作指导作用的发挥，能促使学生在道德与法治学习方面获得良好的

感受和体验，学生也能全身心的投入到道德与法治知识内容的学习和探

索活动中，彰显合作学习的价值和魅力，促进教学效果得到进一步增强。

从小组合作学习模式中教师指导作用的发挥角度看，要想促进道德与法

治教学科学化发展，就要尝试发挥人本主义教育心理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促使教师能从学生心理角度对合作指导活动进行设计和规划，与学生进

行和谐的沟通和交流，按照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的表现，为学生做出

积极有效的引导，保障能实现预期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活动目标。 

例如在“保护自我”课程教学实践中，基于合作学习模式的应用，

教师就可以在学生合作探究自我保护方法方面对学生进行指导，使学生

能从更加多元、系统的角度对自我保护方法进行分析，从而帮助学生更

加全面的掌握自我保护的要点，在突出合作学习效果的基础上，为学生

自我保护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2.3 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教学 

小组合作学习教学模式的实践应用方面，教师还要注意联系学生的

生活，让学生结合自身生活找到合作探究的关键点，从而提高合作学习

的效果，为学生学习道德与法治知识指明方向。 

如教师在组织学生学习“学会拒绝”课程内容过程中，就可以引导

学生在小组内尝试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共同探讨怎样能做到委婉的拒

绝、有效的拒绝，从而保障自身权益。在此过程中，通过合作探究，学

生能逐渐深化对拒绝的认识，在小组合作学习的作用下学生的学习效果

也会不断提升。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阶段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改革活动中，教师将小组

合作学习指导作为重要的切入点，探索了合作学习模式的构建，能在班

级教学活动中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引导学生对道德与法治方面的知识

内容进行深入系统的探究，从而真正彰显小组合作学习模式的应用价值，

使初中生的道德与法治知识学习效果逐步增强，切实优化学生的思想道

德素质，助力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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