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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法核心素养出发去进行单元设计教学是将教学目标

和教学思路、内容进行整合。既要将教学目标融入教学内容

中去，反过来也要在教学的过程中体现教学目标，二者相辅

相成。道法课程中的单元教学，不仅要基于本单元的核心思

想内容，更要基于本学科的核心素养：政治认同、公共参与、

科学精神、法治意识。然而，不是每一框架都会牵涉到四个

方面，但是鉴于政治学科的特色，在做课程设计的时候就必

须考虑到这四个层面应该如何渗透，此时就需要从整个单元

课程甚至整本书的逻辑框架去设计，让学生去感受四个维度。

论文以人教版《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富

强与创新”为例进行具体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要旗

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引导学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1]。将学生的德育做

好是扣好他们人生的第一粒扣子。道德与法治学科在这里承

担着培养学生道德素质的重大任务。课标既是方向也是标准，

深入理解四大核心素养是重中之重。

在“富强与创新”单元中，第一框涉及改革开放精神的

部分，让学生明白知识、创造、人才、劳动是社会的财富，

这些财富需要受到法律的保护，旨在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

第二框中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是国家自己的事情，更不是

某个人、某个团体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共同的努力方向，

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包括课堂上的每一位学生，在此基础上，

还就当前社会发展中涌现出来的“自己带头致富、带动共同

致富”的其人其事进行了适量的补充介绍，既较好地帮助学

生正确认知“共同富裕”的内涵，又让他们切实感知社会制

度的本质和优越 [2]，旨在培养学生的公共参与意识；第三、

四框通过引导学生去理解关于创新的内涵和中国的创新战略

等内容，目的是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体现了科学精神这一

核心素养；整个单元最终的目标是让学生明白在改革开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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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生活质量不断

提高，社会发展取得极大进步，明确中国的未来发展断然离

不开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一直走下去，从

而达到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感这一核心素养的目标。

整个单元设计教学需要把握构建单元内每一课、每一框

之间的联系。一方面是在内容上要理清逻辑思路，另一方面可

以从单元目标的设计、教学过程的活动开展和课程评价体系设

计三个方面进行整个单元的设计 [3]。通过层层深入，循序渐进

问题设计方式来开展整个单元内容教学，从而让学生能在学习

微观知识后在宏观层面上对整个单元的内容有清晰的把握。

在“富强与创新”单元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发生在学

生周围的具体事例来让学生课后去进行调查采访，感受改革

开放前后 40年的巨大变化，思考这些巨大变化的原因是什

么？发生在我他们周围的这些变化会对未来我们国家产生什

么影响？未来我们要如何做才能继续保持这种发展动力？教

师通过以上由浅入深，由近及远问题思考方式，可以自然地

将四框内容逻辑线索巧妙地结合起来，让学生去感受改革开

放 40多年所带来的各方面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中国共产党和

国家之所以会做出改革开放这样的伟大关键性抉择是因为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从而最终实现共同

富裕；在这之后要让学生明白，幸福生活不是说出来的，需

要靠实干，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需要发挥我们的自身优势，将

创新作为动力来继续保持未来中国的发展和腾飞。

掌握学科核心素养，分析单元逻辑思路对教师而言并不

是一件难事，关键是如何将二者统一融合起来且学生能够在

学习过程中得到一定的感悟并在生活中去践行。

对学生而言理解某个知识点并不难，在学习的过程中教

师需要有意识地将课与课、框与框之间的知识进行纵向的联

系和分析，避免把知识打碎，甚至可以在课后给学生一个单

元知识逻辑思路，让学生去体会其中所蕴含的核心素养；在“富

强与创新”单元中，教师可以将富强的现象—原因—动力三个

关键词给学生，学生可以通过这三个方面去展开探究和调查。

的价值

课堂教学大多是通过图片、文字和视频等方式向学生展

示知识，学生通过其自身理解能力进行体会从而得到最后的

知识输入和素养养成。很明显以上的知识存储时间存在短暂

性等弊端，核心素养的养成效果也并不明显，范围仅局限于

在书面知识和课堂上。对此，教师可以通过设计与单元知识

相关的系列活动鼓励学生参与有针对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就

第二课“创新驱动发展”而言，可以以中国高铁的创新发展

历程为契机，鼓励学生通过小采访等形式去了解；这样既可

以让学生了解中国富强的表现也可以在其中感受到创新对于

一个产业甚至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此时学生就已经从知识

走向了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感悟并在情感价值观上得到了进

一步的升华，从而更好地落实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政治认同

核心素养的目标。

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去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最终的目的

都是将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学生，为

国家未来的建设和发展培养人才。学生能通过自身的实践动

手能力发挥多大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能力的培养需

要教师在实践中对学生进行引导，对于学生的优异表现和创

新思考要给予肯定，让学生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能量，决不

轻易否定任何一个学生的所言所行，只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

去激发学生的潜能，才能引导学生成为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新

时代青年。

基于核心素养道法课程单元教学是否适合每一单元，是

否适合每一阶段的学生需要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

一方面，从单元内容来看，有些单元内容联系十分紧密

且内容中所蕴含的核心素养较为明显，学生理解掌握比较轻松，

教师对这一类内容的设计操作也较为清晰；而对那些内容联系

不是十分紧密的部分单元能否运用此种方式还有待商榷。

另一方面，将核心素养和单元教学进行结合也许并不适

用于每一位学生，教师需要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慢慢养成这种

逻辑思维，不能一刀切，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不好的教学

效果，因此基于核心素养道法课程教学需要做到因材施教。

总而言之，重视核心素养的落实以及单元设计教学可以

有效防止教学过程中失去方向同时，也让可以让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感受知识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

力和整体思维能力，真正将知识和核心素养联系起来。然而，

现实教学中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和挑战，不同的单元所体现

的核心素养有所不同，不同课之间的关联紧密程度也有所区

别，这就需要教师在实际操作中灵活运用，从而更好地发挥

基于核心素养之上的道法单元教学所拥有的优势，提升学生

的核心素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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