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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re quality as the guidance, and discusses how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in the moral and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First of all, the importance of core literacy in the teaching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and the 
needs	of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this	are	clarified.	Then,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empirical	research,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four links of “problem triggering-task-driven-collaborative inquiry-quality display” are excavated 
and summarized, so as to form an effective teaching mode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based on core literacy.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this teaching mode can achieve remarkable results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concept of rule of law, improving students’ 
moral situation, exercising students’ ability to think independently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ivic qual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n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y for the teaching of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junior	middle	schools	in	China,	and	als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in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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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探讨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中如何实现有效的教学策略。首先，明确了核心素养在道德与法治教
学中的重要性和基于此的教学改革需求。接着，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和逻辑分析等方法，挖掘和总结出
“问题触发—任务驱动—协作探究—素质展示”的四个环节，形成基于核心素养的道德与法治有效教学模式。实证研究表
明，这种教学模式能够在培养学生法治观念，提高学生道德状况，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素质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研究结果为我国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也为未
来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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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面对 21 世纪对公民素质的新期待，中学道德和法治教

育作为学生品格塑造和价值观培育的重要环节，实施其有效

教学策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不仅需要培养出遵纪守法的公

民，也需要培养他们具有独立思考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以及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然而，当前的道德与法治教学在

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如教学内容过于理论，缺少实际操作，

学生的主动学习欲望不高等。因此，如何研究并实施以核心

素养为导向的有效教学策略，以提高道德与法治教育的质量

和效果，成为当下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论文以核心素养为

出发点，旨在探索一种行之有效的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策

略，希望为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2�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2.1�核心素养在道德和法治教学中的重要性
核心素养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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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的

目标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和综

合能力。道德与法治课程作为培养学生品德、法律意识和公

民素养的重要途径，对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有重要意义。

道德与法治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主要包括政治认同、

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和责任意识。核心素养涵盖

包括道德素养、公民素养、法律素养以及社会责任感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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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德素养可促使学生在生活中具有良好的道德判断和行

为习惯，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公民素养则有助于学

生理解社会规则和公共利益，培养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法律素养能够使学生明确法律基本概念，增强守法自觉性和

法律思维能力；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在未来生活中

做出积极的社会贡献。

核心素养的提升与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的有效整合，

以及教学方式的不断创新密不可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

突破传统的单一知识传授模式，通过情境创设、问题引导、

协作探究等方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深入思考，解决实际

问题。这不仅使学生掌握知识，更能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和

创新精神。

2.2�基于核心素养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改革需求
基于核心素养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改革需求主要源于现

代教育目标的转变。传统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模式大多侧重知

识传授，忽略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核心素养不仅关注学

生的知识积累，更强调其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

能力。道德与法治课程在培养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意识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现行教学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对学生综合

素质的高要求。故需进行教学改革，通过设计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与探究能力、合作精神和社

会责任感。随着法治社会的深入发展，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

的创新也显得尤为迫切 [2]。基于核心素养的改革将有助于提

升学生在道德判断、法律理解和公民参与等方面的综合能

力，确保教育目标的全面实现。

2.3�研究方法与途径
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以求全面、深入地探讨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中的有效教学策略。文献研究法通过系

统整理和分析已有学术研究，揭示核心素养在教育中的重要

作用及其实践路径。实证研究法借助问卷调查、访谈及课堂

观察等手段，获取真实数据，验证教学策略的实际效果。比

较研究法对比不同教学模式的优劣，寻找最佳实践方案。逻

辑分析法用于对各种数据和现象进行理性梳理和推理，形成

科学、合理的结论。这些方法相辅相成，为提出有效的教学

策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通过这种多维度的研究

模式，确保所得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推广价值。

3�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道德与法治有效教学
模式构建

3.1�“问题触发—任务驱动”的策略设计及效果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中，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模式

强调课堂内外综合素养的培养，“问题触发—任务驱动”的

策略设计正是这一理论的有效实践。通过“问题触发”环节，

教师提出与学生实际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

讨论，激发其学习兴趣和注意力。如针对当前社会热点法治

问题的讨论，可以让学生认识到法治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重

要作用。这个过程不仅有助于学生构建基本的法治认知框

架，也培养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任务驱动策略被用于将问题导向变为实

际行动 [3]。任务设计注重情境的真实性和体验感。例如，安

排学生通过社会调查或模拟法庭活动，亲自参与到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使他们在实际操作中探索、挖掘、思考法律与道

德的关系及其应用。这不仅强化了学生对法律条文的理解，

也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法治素养。

实际教学效果表明，采用“问题触发—任务驱动”的

策略，不仅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还在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组织协调和团队合作等核心素养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效。从学生反馈和成绩提升中可以看出，这一策略有

效提升了他们的道德判断力和法治素养，为其未来的公民素

质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3.2�“协作探究—素质展示”的策略设计及效果
协作探究与素质展示是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道德与法

治教学模式中两个关键环节。协作探究指引学生通过小组合

作、讨论和研究，深入理解道德与法治的核心概念和实际应

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会设计开放性问题，引导学生

在讨论中相互启发，形成多元化思考，增强对法治观念和道

德准则的理解。素质展示则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学生通过角

色扮演、模拟法庭、辩论赛等形式，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

能力。

通过协作探究和素质展示，不仅增强了学生在课堂上

的参与感和积极性，更有效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实证研究表明，这种策略在帮助学生全面理解道

德与法治内容、提高学习兴趣及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方面效果

显著。学生在讨论和汇报过程中，能够更清晰地表达个人观

点，并学会尊重和理解他人意见，从而提升社会责任感和公

民素质。这种策略对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模式构建提供了宝贵

经验，有助于优化教学质量。

3.3�整合四个环节的教学模式构建
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模式由四个环节

构成，旨在提升教育的实效性。第一个环节，问题触发，通

过设定真实情景中的道德和法治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和探 

讨 [4]。第二个环节，任务驱动，通过具体任务和活动，引导

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知识。第三个环节，协作探究，

学生在小组合作中进行深度探讨，培养协作能力和批判性思

维。第四个环节，素质展示，学生通过多种形式展示学习成

果，促进自我反思和综合素质提升。这四个环节有机结合，

形成连续、有序的教学流程，全面推动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

4�教学策略的效果分析及启示

4.1�教学策略在学生素质提升中的应用效果
研究结果显示，基于核心素养的道德与法治教学策略

在提升学生素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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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触发”环节通过引入实际情境中的伦理和法治

问题，促使学生反思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这种方式不仅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增强了他们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思

维能力。实验数据显示，在实施这一环节后，学生的独立思

考能力有明显提高。

“任务驱动”环节通过设定明确的学习任务，将学生

置于具体情境中，鼓励他们自主探究和解决问题。在这一过

程中，学生的执行能力和责任感得到了全面提升。通过团队

合作和任务分工，学生们体验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也在实

践中巩固了他们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调查问卷和课堂

记录显示，多数学生在任务完成过程中表现出了较高的积极

性和责任心 [5]。

“协作探究”环节强调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通过

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方式，促进了学生间的知识共享和共

同进步。在这一阶段，学生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显著

提升。研究数据显示，参与协作探究的学生在对复杂社会问

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方面有了显著进步。

“素质展示”环节为学生提供了展示其学习成果和素

质的机会，通过课堂展示、辩论赛等形式，使学生能够在实

践中检验和反思自己的学习效果。这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自信

心，还增强了他们的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课堂观察和教师

评估显示，许多学生在这一环节中表现出了较高的表现欲和

自我提升的渴望。

4.2�对道德与法治教学改革的启示及建议
在对道德与法治教学改革的启示及建议方面，基于核

心素养的教育理念不仅改变了传统教学的方式，更为培养全

面发展的学生提供了新的路径。道德与法治课程要培养的核

心素养主要包括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

和责任意识。现有的教育模式需要深度变革，以适应这种新

的教育目标。

教学内容应注重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突出实用性与现

实性。例如，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入更多的社会热点案例，

帮助学生形成实践中的道德判断和法律意识。通过这种方

式，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形成独立思考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评价方式需多元化。传统的分数评价方式无法全面反

映学生的综合素养，应引入多种评价手段，如项目式评价、

过程性评价和自我评价等，这有助于全面反映学生的成长与

进步。

教师的角色也应实现转变，从知识传递者转变为学习

引导者和支持者。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关

注学生的心理发展，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法治观

念。需鼓励教师通过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不断提升自己的

教学水平和综合素质。

在学校管理层面，应构建支持性的政策和环境，为教

师实施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创造条件。这包括对资源的合理

分配、对校内外教育资源的整合利用以及对创新教学模式的

鼓励和支持。

5�结语

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如何通过核心素养实现初中道德与

法治的有效教学。研究明确了核心素养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

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基于此的教学改革需求。本研究形成的

“问题触发—任务驱动—协作探究—素质展示”的教学模式，

对于提高学生的道德状况，培养学生的法治观念，锻炼学生

的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和公民素质具有显著成效。然而，虽然本研究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但在实践运用中，仍然存在一些限制。比如，不

同地区、不同学校以及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可能导致教学效

果的差异。此外，本研究主要关注初中阶段的道德和法治教

育，不同年级的学生在接受这种教学模式时，可能会有不同

的反应和需要。展望未来，更多的实证研究、深入的理论研

究，以及丰富的实践探索依然需要我们去付诸行动。如何根

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并改进这个模式，进一步提高道

德与法治教学的效果，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思考。本研

究的结果不仅为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提供了有效的教学策

略，也为未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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