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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德与法治科目与其他科目有一些不同，它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三观为主。教师在开展教学的时候，除了要

讲解理论知识，让学生明白怎样做才是对社会、对国家有利的，还要注重人文精神的凸显，帮助学生有效地提高人文素养。鉴于此，本文从

贯彻教育观念、深入研究教材、注重评价机制三个方面入手，阐述了怎样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凸显出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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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就是将人放在 重要的位置上。因为初中道德与法治在

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凸显人文精神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教师

要将其重视起来。那么如何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凸显人文精神呢？教师

要贯彻落实新课改理念，还要将“以人为本”当做教育的核心，在课堂

教学中要给予学生主体地位，给予学生一定的尊重，还要深入地挖掘教

材中蕴含着的人文观念，让学生深入地理解教材内容，还需要采用因材

施教教学法。以下是详细的凸显人文精神的方法。 

1 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观念 

受传统教学的影响，不少教师在开展教学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将自己

放在课堂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这样的教学模式是以学

生是否掌握知识、掌握多少知识为核心的，而且忽视了学生在课堂中的

参与度，学生在学习中是无法感受到被关怀、被尊重的感觉的，所以学

生很不愿意参加教学活动。想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教师就需要贯彻

落实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观念，让学生自主自发地去学习，主动地去探

究知识。 

例如在教学《合理使用网络》的时候，教师要明白这部分内容的重

点为:了解网络具有怎样的特点，以及网络在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使用网络的观念，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保护

能力。在实际教学中，很多教师会以自我为中心，直接向学生灌输相关

理论知识，并义正言辞的说网络会耽误到学生的学习，强调让学生远离

网络、尽可能不使用网络。且不说这样的教学方式过于落后，还忽视了

学生的真实感受，学生自然也就提不起兴趣去学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应该将网络交友的好处和坏处直接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联系实际生

活进行自由发言。初中生是有一定的辨识能力的，而且当前是信息时代，

很多网络软件已经成为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方便了他们的生活、学习。

教师让学生进行自由发言是给予了学生相应的尊重，也可以突出学生的

主体地位。随后，教师可以适当地进行引导，让学生从网络、现实的差

异入手，帮助学生树立起自我保护意识、能力。 

2 深入挖掘教材中蕴含的人文观念 

道德与法治教材中蕴含着十分明显的人文观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不仅要重视教材内容的讲解，还要深入地挖掘教材中蕴含着的人文观念，

并通过结合实际在课堂教学中呈现在学生面前。 

例如在教学《感受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教师可以在课堂伊始利用

多媒体技术将清明节给烈士献花圈的图片呈现在学生面前，并提出这样

的问题:“为什么在清明节教师要组织学生去给烈士献花圈？这些烈士和

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在听到这样的问题后，学生会联系实际进行思考，

快速地回答。在学生回答完后，教师可以将一群大妈在某烈士陵园跳广

场舞的视频进行播放。在视频播放完后，教师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你

看这一段视频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产生这样的感受的原因是什

么？”前面“感受”的问题学生可以快速地说出来，但是后面的“原因

的分析”稍有一些难度，所以学生翻阅了教材，并将其当做参考，自行

组织语言进行解答。很多学生认为看到这一视频的时候觉得不舒服，认

为烈士陵园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埋葬人民英雄的地方，是不应该在烈

士陵园跳舞的，这是对人民英雄的不尊重，是一种亵渎。随后，教师可

以继续提问:“你觉得为国牺牲的烈士的生命更有意义还是在烈士陵园跳

广场舞的大妈的生命更有意义？”学生会异口同声地回答:“烈士。”教

师顺势引入教学内容，就可以让学生将烈士当作自己的榜样，努力地向

其学习。 

3 遵循因材施教的评价观念 

因材施教，既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具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进行评

价。这种方式改变了以往的将成绩当做评价一个人好坏的标准，充分地

尊重了学生之间的差异，贯彻落实了素质教育的理念。 

例如在教学《我们与法律同行》的时候，教师首先要明确教学目标

为:帮助学生树立起遵纪守法的观念。在教学过程中较为困难的就是让学

生了解生活、法律之间的关系，帮助学生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因为很

多学生认为自己还没成年，法律法规什么的和自己没什么太大关系，有

些学生认为法治生活离自己较远。针对这一情况，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可

以开展主题为“法律对未成年的意义大不大”的辩论赛，让学生分成两

个派别进行辩论。这样一来，既可以给予学生个性化差异一定的尊重，

还可以进一步的帮助学生明确生活与法律之间的联系，帮助学生树立起

遵纪守法的观念。 

道德与法治在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势，教师可以通

过凸显人文精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不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要改变教学观念，给予学生一定的尊重，并深入地挖掘出教材中的人文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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