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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核心素养的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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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 年版）》正式发布，强调其课程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

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素养的学生。核心素养逐渐成为当下谈论教育、研究教育的热点话题，并对教学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文中从以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依据、选择与学生生活贴近的教学资源、开展第二课堂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师教学能

力、推进作业设计改革、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等方面探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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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has been officially 

released, emphasizing that its curriculum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political identity, moral cultivation, legal concepts, sound 

personality,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Core literac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topic in current discussions and research on education, 

and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eaching. The article explores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based 

on the laws of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selecting teaching resource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tudents' lives, 

enriching teaching content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mproving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ies, promoting homework design reforms, 

and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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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2 年 5 月，《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

年版）》正式发布，这是自 2011 年以来首次就中小学《道

德与法治》课程制定的一体化课程标准，也是自《思想品

德》课程更名为《道德与法治》课程并全面使用统一《道

德与法治》教材后的又一里程碑事件，这标志着《道德与

法治》课程真正实现一体化、标准化、系统化设计，《道

德与法治》课程设计有标可依、有据可循。在新课程标准

中，课程目标的设置紧紧围绕核心素养。核心素养是课程

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课程学习逐步形成的正

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新课程标准同时也明确

了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核心素养：政治认同、道

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这为今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都提供了最具有价值的参考和指导，这使

得教学有了明确的目标，学习有了清晰的方向。 

1 初中阶段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意义 

1.1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作为祖国的未来和民族希望的青少年，是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主力军，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直接决定着他们是否能

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

标准（2022 年版）》的到来，强化了《道德与法治》课程

育人导向，强调《道德与法治》课程培养目标是：培养具

有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

素养的学生。而《道德与法治》课程具有思想性、理论性、

基础性以及隐蔽性等特点。思想性是指该课程要培育学生

正确的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提升学生的道德修

养和法治素养；理论性则是指学习领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夯实理论基础；基础性

则是为今后为人行事奠定坚实基础，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

子；隐蔽性则是指课程作用于人的变化是隐性的如道德修

养提升、法治观念形成以及正确价值观塑造等，通过核心

素养培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利用《道德与法治》

课程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高学生的道德修

养和法治素养，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1.2 围绕核心素养进行教与学 

对于广大一线教师来说，核心素养的凝练明确了课程

的教学目标，使教学更有动力。在今后课程教学开展过程

中能够时刻把握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对应不同核心素养的

任务及要求，更好地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更有针对性地突

破教学重难点，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同时促进学生核心

素养的培育；对于广大学生来说，核心素养的凝练可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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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学习过程中要实现的目标，使学习更有动力。通过不同

主题教育设计的活动开展，课程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在尊重学生的身心和认知规律的前提下，激发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也给予学生明确的方向指导，学生能够

在活动中学有所获，其学习动机也得到满足，自我效能感

得到提升。 

2 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培养初中生核心素养的策略 

2.1 以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依据 

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的形式运算阶段（11-16

岁），这个阶段的学生主要特点就在于思维发展非常迅速，

学生能够根据逻辑推理、归纳、演绎的方式解决问题，随

着知识快速积累，其思维水平也在逐渐接近成人水平。在

《法不可违》这节课，老师给予学生一些违法行为的线索，

有违法事实的前因后果、有法律条文的呈现与解读等，学

生就可以通过已有知识将各个命题与知识对应起来，发现

命题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结论，解决问题。这便是初中

生擅长且热衷的一种思考方式，即用逻辑推理的形式自主

得出学习结论，也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积极性。

另外，课堂上可以适当引入如辩论、模拟联合国、知识竞

赛等新颖的形式，就一件事物的利弊或者一个在初中生认

知范围内的热点事件的正反面开展较为深入和理性的思

考和讨论。实现知识的衔接、迁移与运用，让学生学到知

识的同时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进而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

培养核心素养，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2.2 选择与学生生活贴近的教学资源 

教师可对与课堂内容有关的素材进行类别划分，形成

自己的教学素材资源库，便于备课时对资源的选择和利用，

并根据政策、时政的变化及时更新。对于图片视频类教学

资源，教师也应该在日常生活中留心收集。如对于有关时

政新闻、社会热点的短视频或者微课，教师既可以在网上

多搜集，也可以自己制作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更符合更为匹

配的资源。此外，这些资源还可以重复利用。教师可以从

教材内容的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的考点难点去运用，从而

提升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运用知识的能力。如杭州

亚运会开幕式的相关事例，首个“数字人”参与的点火仪

式可以从创新与生活的关系的角度分析；迎宾表演中出现

的良渚玉琮，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

香港代表团、中国澳门代表团和中国台北代表团入场，可

以从维护祖国统一的角度分析，提高学生政治认同，拥有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使命感；开幕式获得的

成功离不开团队的努力，可以从集体力量的角度分析，树

立正确的合作与竞争观念。 

2.3 开展第二课堂充实教学内容 

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学家陶行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在

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活教育

理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主张学校教育要与实际生活

相联系，把生活、教育、社会等相互联系在一起，提倡学

生从生活实践中获取知识。第二课堂的教育理念恰好与生

活教育理念相契合，着重引导学生将学科知识与生活实践

相结合，去帮助学生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第二课堂为学生

提供了参与生活实践的平台，将学生由课堂引导到更广阔

的社会生活中，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现实生活情

境问题，学生在亲历体验中认识到书本知识源于生活、寓

于生活、用于生活，在实践参与中获取无形的核心素养，

实现真正意义上学习与实践的统一。在打造第二课堂时可

以关注本土的教育资源，以南昌为例，八一南昌起义纪念

馆、八一广场、新四军军部旧址、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

等均是本土有特色的红色教育资源，从中培养学生的政治

认同。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社区服务活动和校园生活的

民主实践，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

在学习《爱在家人间》时可以和家长一起形成家校合力，

共同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2.4 提高教师教学能力 

《道德与法治》教材的专业性、综合性在不断加强，

与之前的《思想品德》相比，大幅增加法治部分的比重，

法治专业性得到凸显，教材编写的专业化程度提高，但是

专任教师专业素质还不够硬。首先是教师自己明白的无法

清晰表达给学生，这个知识点可能教师已经理解透彻了，

但无法用通俗易懂的话解释给学生听，导致上完一节课，

自己的知识脉络更加清晰，但学生可能仍旧处于知识迷茫

阶段，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是专任教师教学素养需要提升，

以年轻老师居多，他们可能想要讲的东西很多很杂，但没

有落实课堂的教学任务，或是没有进行整体的教学设计和

教学拓展构思，导致什么都想讲，最后其实什么都没讲；

其次是教师自己不懂的无法专业表达给学生，法治部分有

非常多的专业术语和名词，加之学生对一些现实案例的接

触和了解，在课堂上会有随机生成的专业性问题，这就给

不少专任教师带来了挑战。以笔者经历为例，在《法不可

违》课堂上，学生非常踊跃活泼，争先提问“如果有人这

样做要判几年？”“那这件事算违法吗？为什么？”等等。

在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专任教师的专业能力，现阶段的

法治教师在当时的学习环境中接触法治知识的比例是极

小的，新老教师在自身的求学生涯中除去大学专业知识学习

外，接触法治的机会较少，因此对新教材法治部分的专业知

识难免会存在理解不到位的情况。因此教师应该树立终身学

习的观念，增加相关知识储备量，更新教育教学理念。 

2.5 推进作业设计改革 

对于《道德与法治》课程来说，最关键还是在 45 分

钟的课堂之上，课后并不会留有太多时间给到《道德与法

治》学科。要大力推进作业设计改革，从内容和形式上切

实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首先，在内容上精挑细选。45

分钟的课堂需要作业的巩固，这里的巩固不仅仅是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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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顾与理解，更是核心素养的落实与培育，学生在适当

的练习中可以进一步形成法治观念。教师要提前精心挑选

适量习题，明确每一道题考察的知识、品格和能力，切忌

重复考察、过时考察，要依据学生课堂的掌握程度有所侧

重考察内容。这样一来，教师就能够通过学生的错题反馈

对症下药，及时巩固，既能补齐课堂教学短板，又能考察

核心素养的落实情况，实现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其次，

在形式上要别出心裁。初中生处于想象力丰富、好奇心萌

芽的阶段，核心素养的形成并不是一味地落实知识点、理

解知识点，更要有学生发自内心的价值认同和内化。因此，

在作业形式上要符合学生性格特征、紧贴时代发展和学生

实际，设计出初中生喜闻乐见的新型作业。例如，暑假是

中小学生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青少年溺水的悲剧给我们敲

响了安全警钟，在学习《提高防护能力》时可以布置学

生学习自动体外除颤机（AED）的使用方法，培养学生的

急救知识与技能。学习《遵守规则》时，可以布置学生

开展修订本班班规的主题班会，指出其中难以实施的条

款和需要补充的规定，并说服同学表决通过，这既能培

养学生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也能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通过这些综合实践类型的作业不仅能够帮助初中生习得

知识、形成正确价值观，还能够密切与社会的联系，学

习不能够只靠校园里的朗朗书声，还要走出校园，去见

识社会的万千现象、感受社会的人情冷暖，社会也是核

心素养培育的重要载体，生活中各处元素都可以成为推

动初中生核心素养形成的素材。当然，这就需要教师娴

熟的教学技能和社会经历，既要熟悉初中生的心理特征，

也要对现有可利用的资源进行整合归纳，选择最适合初

中生核心素养形成的作业新形式。 

2.6 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 

学校应重视表现型评价、坚持多主体评价，丰富评价

内容，重视学生核心素养、学习态度以及参与学习活动的

程度、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的评价。坚持

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的原则，建立创新型的多元化评价体

系。扩大教学评价主体，以教师为中心向学生日常生活经

常接触到的主体发散，调动家长、同学、学生个人和学校、

社区等多主体的评价作用。不同主体负责一定的考察范围，

以考核量表或其他方式进行，尝试探索增值性评价。教师

主体注意考查学生课堂表现和课后作业、活动等的表现；

家长观察学生在生活习惯中展现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同

伴之间互相观察各自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表现；学生个人自

评综合素质；学校负责考查学生在校的参与活动的程度、

政治素养和品行，并对其他主体的评价反馈进行总结。形

成融合不同主体间评价的系统评价考核机制，可以全面考

查学生在不同时刻、情境的道德水平和法治素质。丰富评

价内容，更多关注学生综合能力。对学生法治知识的掌握

程度、心理健康、行为表现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综合评价，

比如评价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是否能够做到自觉遵守

学生行为规范、校规、班规、言行一致等。 

3 结语 

随着教育理念的迭代发展与教育技术的不断创新，核

心素养逐渐成为当下谈论教育、研究教育的热点话题，逐

渐成为当下开展教学活动的根本导向。《义务教育道德与

法治课程标准（2022 年版）》修订最突出的变化，就是明

确了本课程所要培养学生的五大核心素养，体现了学科特

色育人价值，强化了课程育人导向，而核心素养是学生运

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形成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

展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教师要想更

大程度地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就要在初中《道德与法治》

教学的过程中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和专注度，将我们课堂延

伸至校园外，同时在教学设计中整合各类教学资源，能够

有效克服当前教学“重应试、重形式、轻运用、轻落实”

的问题，在情感体验中深化思想认识，培育他们的核心素

养，促使其具备适应终身学习社会的价值观、品格和能力，

从而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教

师要细化自身任务，增强自身关于教学知识的储备，探索

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路径，

促进学生认知能力的迁移，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道德修

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和责任意识，帮助学生在知识理

解、情境体验中增强道德素养和法治素养，提高学生实践

能力，锻炼学生开拓思维，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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