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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moral and leg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middle schools in Yao 
District. Firstly, an overview of the topic was provided, clarifying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and significance. Secondly, the research 
methods were introduced in detail, including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investig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other mean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oral and leg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middle schools in Yao District,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certain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Finally, this paper selected a certain research method and proposed 
a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 plan, aiming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and propos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Through 
this study, it can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and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al and leg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in Yao District,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s in Yao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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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实施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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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的实施路径。首先，对主题进行了概述，明确研究的目标和意义。其次，
详细介绍了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综述、实地调查、问卷调查等手段。通过对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现状进行分析，发
现在学科发展现状方面存在一定挑战。最后，论文选择了一定研究方法，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方案，旨在对实施效果进
行评估，并提出改进建议。通过本研究，可以为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和支持，强调了瑶区初
中道德与法治教育的重要性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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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当今社会，道德与法治教育作为中小学思想政治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成长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

义。然而，在瑶区初中的道德与法治思政课实施过程中，存

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瑶区初中道

德与法治思政课的实施路径，以期能够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和

建议。

研究背景：道德与法治思政课作为中小学思想政治理

论课程的重要内容，对学生成长和道德素质的培养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然而，瑶区初中的道德与法治思政课实施中存

在着一些问题，如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资源匮乏等，影响了

课程的实施效果。

研究目的和问题：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基于瑶区初

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的实施路径，以解决当前实施中存在的

问题和挑战。具体包括对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现状的

分析，以及提出具体的实施路径方案，旨在对实施效果进行

评估，并提出改进建议。

研究意义：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为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

思政课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和支持，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

的道德素质和法治意识，推动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程

的健康发展，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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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现状分析

2.1�学科发展现状
在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的发展现状存在一定

挑战。首先，由于瑶区初中学科建设相对滞后，道德与法治

思政课缺乏系统性和深度，教学资源匮乏，师资力量不足，

难以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其次，教学内容较为单一，

缺乏针对性和实践性，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提高实际应

用能力。最后，考试评价体系不够完善，学生对道德与法治

思政课的重视程度较低，学习积极性不高。

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选择了问卷调查、实地观察和

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以深入了解学科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基于现状分析的结果，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实施路

径方案。首先，针对学科建设滞后的问题，我们建议加强师

资力量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同时，完善教

学资源配置，丰富教学内容，拓宽教学渠道，提高道德与法

治思政课的知识传授和教学质量。其次，针对教学内容单一、

缺乏针对性和实践性的问题，我们建议优化课程设置，增加

实践教学环节，引入案例教学、角色扮演等方法，提高学生

学习兴趣和实际应用能力。最后，在考试评价体系不完善、

学生学习积极性低的问题上，我们提出改革考核评价制度，

加大对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的宣传力度，提高学生对该课程的

认识和重视程度。

通过对实施效果的评估，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提出的

实施路径，并对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的教学提供有针

对性的建议，以推动该学科的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2�课程实施挑战
在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的实施过程中，我们面

临着一些挑战。首先，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普遍较低，

存在较大的课堂教学压力。其次，由于地域文化和社会风气

的多样性，课程内容的针对性和覆盖面也受到了一定的影

响，难以做到完全贴近学生实际生活。最后，教师队伍的结

构和教学水平也存在不小的差异，给课程的统一实施带来了

一定的困难。除此之外，学校和家庭对课程的支持程度也是

影响课程实施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采

取针对性的措施，以确保课程能够顺利、有效地实施。

3�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实施路径探讨

3.1�研究方法选择
根据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的实施路径探讨，本

研究选择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这两种研究方法。深度访谈

主要针对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的相关教师和学生进

行，以了解他们对于课程实施的看法和感受，同时也可以获

取到实际授课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和问题。问卷调查则是针对

更广泛的师生群体，通过量化分析获取一定的数据支持，帮

助更全面地了解课程实施的现状和问题。同时，本研究还进

行了课程文献研究和政策分析，以获取对于道德与法治思政

课实施的理论支持和政策依据 [7-12]。

在选择研究方法时，本研究考虑了实施路径探讨的复

杂性和深度，希望能够充分了解实施的现状和问题，从而提

出更具体的解决方案。因此，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组合使

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一研究方法的不足，使得研究结

果更加全面和可信。通过采用这两种研究方法，本研究可以

更深入地挖掘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的实施问题，为后续的实施

路径具体方案的提出提供更为充分的数据支持和理论依据。

3.2�实施路径具体方案
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实地观察和访谈的方法实施

路径的具体方案研究。首先，通过对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

政课教师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了关于课程实施现状、

存在问题和需求的数据。其次，在此基础上，结合实地观察，

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教师的教学方式进行了深入了解，为制

定具体的实施路径方案提供了实践基础。最后，对相关教师

和学生进行了访谈，深入挖掘了课程实施中的难点和亮点，

为具体方案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实施路径具体方案的制定上，我们针对问卷调查和

访谈结果，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其中，针对学科发展现

状方面的挑战，我们确定了加强师资培训、更新教学资源、

拓宽思政课教学内容等具体措施。对课程实施挑战，我们提

出了加强学生参与度、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推动课堂内外融

合等具体方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针对瑶族地区的特点和

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具体方案进行了个性化处理，以确保实

施路径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13-16]。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观察和访谈的

方法，提出了针对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实施路径的具

体方案，不仅充分考虑了学科发展现状和课程实施挑战，还

针对地方实际情况进行了个性化处理，为瑶区初中道德与法

治思政课的实施提供了可行的指导和支持。

4�实施效果评估与建议

4.1�效果评估指标
研究的效果评估指标应当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以全

面客观地评价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的实施效果。首

先，需要考虑学科知识的掌握情况，包括学生对道德与法治

的理解程度、知识点掌握情况以及对相关案例和政策法规的

熟悉程度。其次，要考查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包括学生的

价值观、道德观念、法治意识等方面的变化和提高情况。最

后，还需考虑学生的实际行为表现，包括学生在校园和社会

生活中的言行举止、遵纪守法情况等。评估指标还应考虑学

生的综合能力提升情况，包括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解决问

题的能力、表达能力等方面的提高情况。

除了考查学生个体水平的变化情况，效果评估指标还

应关注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学管理方面的情况。包括教师在教

学实施过程中的师德师风表现，以及对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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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导和教学效果。此外，还应着重考察学校管理部门对思

政课实施的支持和规范程度，包括教学资源配置、管理政策

执行情况以及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综合以上方面的情况，结合实施路径的具体方案和研

究方法的选择，可以建立起相对全面客观的效果评估指标体

系，以便对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的实施效果进行科学

评价和分析。除定性评价外，还需考虑定量数据的收集和分

析，以支持评估指标的科学性和说服力。通过对实施效果的

评估，可以为进一步改进建议提供客观的依据，为瑶区初中

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的实施提供有益参考。

4.2�实施路径改进建议
在实施路径改进建议的部分，本研究根据瑶区初中道

德与法治思政课的现状情况和实施挑战，提出了以下具体的

改进建议：

首先，针对学科发展现状方面的挑战，建议在课程设

置上加强与时代发展和学生需求相适应的内容，注重引入新

理论、新观念，促进课程的创新发展。同时，倡导跨学科的

教学方式，将道德与法治思政课与其他相关学科结合，提高

课程的综合性和实用性 [3]。

其次，在课程实施方面，建议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

高师资素质和教学水平，注重师生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参与度。此外，推动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道德与

法治教育氛围，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丰富教学资源，提高课程实施的多样性和趣味性，

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效果。

最后，针对实施效果评估及建议部分，建议建立健全

的教学评估体系，制定科学的评价指标，确保对道德与法治

思政课程实施效果的全面、深入、客观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及时调整和完善教学方案和方法，持续改进课程实施效果，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综上所述，以上是本研究针对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

政课实施路径改进建议的具体内容，旨在为该地区的道德

与法治教育提供参考和支持，促进课程实施的持续优化和

发展。

5�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基于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实施路

径的探究，对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的现状和实施方式

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方案并对实

施效果进行评估并提出了改进建议。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

了一些瑶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课实施中的挑战和不足之

处。一方面，对于学科发展现状的分析还需要更多的深入研

究，以更准确地把握学科的特点和需要。另一方面，在实施

路径方案的提出过程中，也需要更多的实地调研和案例分

析，以更具体地指导实施。因此，未来针对以上问题，我们

建议可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进行更为详细的监测和评估，

以及不断地调整和改进实施路径，更好地服务初中道德与法

治思政课的教学实际，提高实施效果。希望未来的研究可以

进一步完善并深化论文的研究内容，为初中道德与法治思政

课的实施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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