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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传承国学经典的途径
宋丽杰

（盘锦市第一完全中学，辽宁 盘锦 124010）

摘要：初中思想政治课教学，按照课程标准要求，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在传授法治教育、公民意识教育、生

命教育的同时，还要注重中华传统文化在教学中的渗透，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课前的礼敬、导学及讲课时引入经典故事、讨论分享等环节，

传承国学经典，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不断完善自我，为提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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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以初中学生逐渐扩展的生活为基础，

以初中学生生活经验为依据，道德与法治学科为构建和谐校园，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品学兼优的接班人、为学生的幸福人

生奠定了理念，培养学生具有孝亲尊师、友爱他人、勇于拼搏、

谦逊有礼、勤奋好学的良好品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课堂教学总体思路

首先，通过道德与法治课堂上学习、课下践行，使学生明理

并规范学生在家、出外、求学、待人接物等方面应该恪守做人规范。 

其次，以定期问卷检查等形式了解学生阶段取得的效果。

例如：在讲做更好的自己这一课时，在课前给学生布置一个

任务，完成对自己的一个认识调查：你的外貌、性格、兴趣；你

的长处（擅长）或者短处（不擅长）；你的优点（闪亮点）或缺点；

你喜欢或欣赏自己的什么？（努力、优点、为他人的奉献）你有

哪些不完美？你能接受或不能接受？通过课堂的这个一张指导名

片的调查，让学生很自然的准确的认识了自己，为本节课做更好

的自己的学习奠定知识储备。

再次，道德与法治课堂要延伸到社会各个方面，家长、学校

配合，共同引导、教育，通过社会实践，在师生、家长中开展感

恩教育活动。更重要的是使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通过参加“谈

践行分享”“演讲比赛”“手抄报”“道德讲堂”“道德日记”“讲

德育故事比赛”等活动强化道德与法治课教学效果。

我任教两个班级，每周两节课，与学生见面的机会少，如果

不用心了解学生，就连最起码的学生姓名也难以记住。了解学生、

掌握学情应该从记住学生姓名开始，然后逐步的深入了解学生：

性格、品质、学情等。做到这一点仅仅在上课期间很难完成，这

就需要我们在课下有意识的关心、关注学生，如果一个教师缺乏

责任心，缺少爱心和自信心，那么实现这一点有一定的难度。

二、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上渗透国学经典的途径

1. 课前准备。每节课前，由课代表向全班同学要求，请大家

端身正意，学生欣赏德音雅乐（古筝、古琴、善乐等），好的音

乐可以养人，也可激发人们的情绪，调动学生们学习积极性，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因此，课堂教学中采用这一步可以使学生整理

浮躁的情绪，所以，第一步教学也非常必要。

2. 上课前礼敬老师，使人遵循大自然的规律，让人谦，通过

礼敬的动作，让学生深刻体会到国学经典与教育千百年来给后人

带来的巨大影响，激发学生对古圣先贤、对师长的敬畏心，促进

学生对经典、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养成日

常向师长行礼的美好品德和行为习惯，从而提升道德观念。

3. 播报新闻。每节课前，由两名学生组成一组，到讲台前来

播报新闻，新闻的来源是最近发生的国内外健康向上的内容，播

报时间控制在 2 到 3 分钟，通过课前的新闻播报，学生得知了最

近发生的大事，开阔了学生视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也培养了

学生收集资料、逻辑思维的能力。

例如：在讲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这一课时，在课前，

布置学生分组收集素材，第一组学生收集观看过的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的电影有哪些？ ..... 第二组学生列举关于反映中国共产

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故事 ..... 第三组同学说出歌

颂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成就的歌曲 ..... 第四组找出歌颂中国共产

党建党 100 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诗句等等 ..... 一个个鲜活的例子，

通过学生们收集整理，给我们带来书本上没有新闻事例，学生们

初步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

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必须把党的领导落

实到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等等，为导入新课起到铺垫

作用。

又如：在讲八上第十课建设美好祖国——关心国家发展一课

时，教师给学生们出示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望远镜——中国的天

眼；天宫二号与神州十四号载人飞船；世界第一长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展示世界上最深的；我国量子科技的发展；北京机

场的建成；我们的 C919 大飞机试飞 ..... 中国高铁基本覆盖 50 万

以上人口城市，在课前出示我们取得的科技进步等新闻 ..... 学生

们对我国的科技取得的成就，感到震撼，同时增强了爱国情感，

这样顺利地导入了新课学习，作为中华民族的新时代中学生我们

要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3. 导学释义。运用古往今来生活中事例导入新课，即启发了

学生的思维，又调动了学生们学习积极性，打开了学生们想探究

新知的好奇心。

例如：下面举一个用时事导课例子。  

一幅图是：2020 年 11 也 14 日，一位云溪小学的学生在云中

路十字路口，车辆主动停车，礼让行人，小学生鞠躬致谢。老人

向礼让车辆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另一幅图是：汽车礼让老人，老人向礼让的车辆深深地鞠了

一个躬。“你为我驻足，我为你致敬”的感动。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的文明风尚，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司机与

老人及小学生对生命的敬畏。从而导入第九课珍视生命第一框题

《守护生命》。在现实生活中涉及哪些事情能够与教材相关联，

学生在释义过程中可以举例说明，这样学生理解的浅显生动，先

知晓才有可能做到，用起来也会得心应手。

又如：在讲八上第三课《诚实有信》这一课上时，我用多媒

体呈现图片一诺千金漫画，让学生观察并思考，得出自古以来，

诚信就是历来人们推崇赞扬的美德之一，古有季布的“一诺千金”

传千古，一言九鼎赢天下，今有“孙东林、孙水林”信义兄弟每名杨，

他们的英明将被载入中华民族精神史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做一

个诚实守信的人。

4. 经典故事。在每节课都会涉及一个或几个相关的古今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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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育故事，在教学中，主要是通过看视频或教师讲述或者学生

通过预习而知晓的德育故事，如“止于至善”“行己有耻”“司

马光侍兄”“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琚”故事等，学生听了故事

要对故事进行评说、谈感受。或谈被故事感染之后自己的改过决心，

和今后的做人目标。这一环节可以深刻的教育学生，引导和启发

学生的内心深处的善良的种子，开发他们的智慧，引导他们向圣

贤人物学习，这一环节起着导正人伦的重要作用。

例如：在讲八上以礼待人这节课时，运用多媒体呈现“孔融

让梨”的故事，然后让同学们交流这个故事对自己的感受，这个

故事是中国千百年来流传的一个道德教育故事，让学生感受到，

我们要像孔融学习，相互谦让，养成孝老敬亲的美德，做事情的

时候，不要总是想着自己，不想别人，要学习做一个以礼待人的

美德少年。

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要让学生们举一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

事例，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是这么做的？小李同学说，在周六、

周日放假时，能做到替父母收拾家务；小严说在家时常能帮爸妈

做饭与擦地；小方说，在上公交车时，经常能做到给老人、孕妇

让座；小胡说，在过马路时，遇到盲人等需要帮助的人，经常能

去引导帮助他们过马路；小华说，在家经常陪奶奶聊天，给奶奶

讲每天学习的收获，并为奶奶做家务等等，作为中华民族的继承

者和弘扬者，青少年要做遵德守礼的好公民。

5. 讨论分享。学生通过学习，结合自己和见到的在日常生活

中的待人接物，通过讨论，可以督促学生善于观察、分析、明辨，

培养理性。能够梳理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可以终身受用，

因此这一步教学环节也十分必要。

例如：第七课第一框《家的意味》中讲到“孝”的内涵，涉

及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家风”，在这里可以选用两段视频，一段

视频是山西让学生体会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加深对“孝

亲敬长”这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认识。

又如：第一课第二框题《少年有梦》当中谈到“少年的梦想，

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与中国梦密不可分”，同时可以阅读“相

关链接”有关中国梦的内容，从多个角度让学生理解“中国梦”

的内涵，让学生能够主动地把个人的梦想和“中国梦”有效对接，

把“爱国”这一要求很好的诠释出来，把国家的发展作为自己的

使命。

再如：在讲授九年级第五课守望精神家园—— 延续文化血脉

这一课时，教师提出运用你的经验思考：提起中国文化，传统节

日你知道多少？学生们积极踊跃回答：中秋节、春节、端午节、

清明节、重阳节、元宵节等等……那这些节日到来时，我们都做

些什么？分组讨论并分享，第一组学生说，中秋节，家人们团聚

在一起，赏明月、吃月饼等等，第二组学生说，端午节吃粽子……

第三组学生回答，清明节是纪念已故的人们，去烈士陵园扫墓等

等，第四组学生说，元宵节家家团团圆圆，吃元宵与汤圆等等 ...... 教

师适时引导，谁知道为什么这些传统节日能够传承至今？学生各

抒己见，最后教师引导学生概括中华文化的特点是：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6. 学而时习。学生在学习教材内容的基础上，亲身践行。这

步教学环节是我们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的宗旨和教育目标。在实

际生活中，让学生在家庭、社区、邻里、学校、同学之中守五伦，

遵八德。做一个真正的有才学、有德行、懂礼貌、有仁心的好公民。 

 例如：在讲八上第三课《社会生活离不开规则》一课时，学

生们学到了社会秩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自由不是随心

所欲，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它是受道德、纪律、法律等

社会规则的约束，社会规则规定了自由的边界，维护规则要从自

我做起，维护规则要有方法。

教师引导学生要学以致用，要在现实生活中做维护社会秩序，

遵守规则的公民。在等公交车时，要自觉排队；在景区游玩时，

要遵循游园的规章制度；在影院观影时，不得大声喧哗；在进入

商场，要遵循商场的规则，作为中学生的我们，我们要把书本上

学到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作为新时代中学生，我们要成为遵

规守法的公民。

又如：在讲完了第九课第一框题《守护生命》的知识点以后，

回归到生活当中去，设置问题，当遇到下列情景时，你会怎样做？

①当过斑马线时，是不是做到了红灯停，绿灯行；

②在今后面对生活中的险情时，你将如何应对；

③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传统文化；

④生活中，你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用生活中实例去检验所学的知识，学生是否能把学到理论运

动到实际中，并能正确引导自己的行为，这是我们道德与法治课

学生学习的最终目的，也是学科教学培养学生生活化能力所追求

的目标，也为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奠定坚实基础，培养了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热爱人民的

情感。

三、道德与法治教师要提高融入自身素养

1. 作为道德与法治课教师应经常以平等的身份、尊重的心态

多与学生交流学习、生活中的问题，当学生对教师充满信任和热

爱时，他们一定会认真的学习，“亲其师信其道”就是这个道理，

师生情感融洽的课堂是实现高效课堂的情感基础，因此，作为道

德与法治学科教师，要认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提高自身素养，

在寓教于乐的课堂环境中完成教学任务。

2. 充分的课前准备是实现高效课堂的基本保障， 课前准备既

包括教师的也包括学生的课前准备。作为教师课前要充分的备课，

必须下足课前准备工夫，认真备课标与教材、备学生与学生活动、

备素材、教学环节等，要花功夫钻研教材、理解教材，仔细琢磨

每句经典的含义，在现实生活中怎样灵活地运用。更要了解学生

的实际情况，了解他们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背景，合理设计教

学活动。

3. 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六步两环教学法，使学生学习有的放矢，

通过在这样浓郁的课堂氛围内，学生们一次又一次接受传统文化

的洗礼；一次又一次地在孝亲尊师中体验快乐；一次又一次地在

友爱他人中品尝助人的幸福。通过班级日常管理中每个学生的言

行举止，透过现象看本质 ，并适当给予表扬鼓励，学生们在经典

中徜徉，点燃了心灵的智光，正去往幸福的路上。 

 中华传统文化如同一条清澈的小溪，在我们的校园沃土上流

淌；中华传统文化如一杯幽雅、清香的茶，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

细细品味并得到精神的升华；作为道德与法治教师，相信只要我

们坚定信念，努力耕耘，必将开出鲜艳的花朵，美丽我们的校园、

装点我们的社会、 走近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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