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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the background,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reation 
mode and method of the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situation.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educational experiment methods, we have 
studied the effect of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in real social situa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moral and rule of law education based on 
real situation better improves students’ awareness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and the enthusiasm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This 
method, with its richness, authenticity and closely connected with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level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specific	practice	case	studies,	we	reveal	how	to	create	a	
situation	in	the	specific	education	practice,	combining	it	with	student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values,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ral and rule of law education.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operational 
guide for the future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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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以初中生心理发展为背景，旨在探索道德与法治教育情境的创设方式和方法。运用文献分析法、教育实验法等研究方
式，我们研究了利用真实的社会情境进行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效果。研究发现，基于真实情境的道德与法治教育较好地提升
了学生的道德与法治意识和道德与法治行为积极性，此方法以其丰富性、真实性及其与学生生活经验的紧密相连等特点，
更为契合初中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同时，通过具体的实践案例研究，我们揭示了如何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创设情境，使其与
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认知结构和价值观相结合，从而提高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有效性。为今后的道德与法治教育实践提供
理论指导和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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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目前的初中道德以及法治教育过程中，如何尽可能

地提高教育的效果并使教育内容紧密贴近学生的生活，是教

育工作者及理论研究者都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有研究表

明，教学过程中情境的创设与使用对提高学生认识能力和培

养道德敏感性具有积极作用。然而，现行的素质教育模式中，

情境的创设大多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甚至往往忽视学生的

个性差异以及心理发展水平。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结合初中

生的心理发展特点，探讨如何创设适合他们的教学情境，使

之能在情境学习中提升道德和法治观念。我们期望通过将情

境创设与初中生的心理发展进程融合，为初中道德和法治教

育提供一种有效的教学设计策略。

2 初中生心理发展与道德与法治教育的关系

2.1 初中生心理发展特征分析

初中生正处于个体发展的关键阶段，其心理特征表现

出显著的变化和多样性 [1]。初中生逐渐从童年期向青春期过

渡，其自我意识和独立性增强。他们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内

在世界和外部评价，并逐步形成个体的自我认知。这一阶段

的学生往往表现出强烈的自尊心和自我认同需求，对社会规

范、伦理道德有所感知，但也容易出现叛逆行为 [2]。

在情感方面，初中生的情绪体验更加丰富且波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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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出现情绪反应。从认知发展

来看，初中生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开始提升，他们能

够理解更加复杂的概念并进行批判性思考。由于人生经验不

足，他们在面对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时，往往缺乏全面性和

成熟性。

社会性发展的显著变化也是初中生心理特征的重要方

面。初中生的社交圈逐渐扩展，他们的同伴关系更加密切和

重要，对同伴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日益增强。他们也渴望获得

教师和家长的认可，但在面对权威时会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态

度，既希望独立又依赖群体支持。

初中生在心理发展阶段呈现出自我意识增强、情绪丰

富波动、认知能力提升、社会性需求扩展等特征。这些心理

特征为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情境创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促使

教育者在制定教育方案时能够更加关注学生心理发展的特

点，进而提高教育的实际效能。

2.2 初中生心理发展对道德与法治教育的影响
初中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心理特征显著影

响其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效果 [3]。一方面，初中生的认知能力

逐渐增强，使他们能够理解更为复杂的道德与法治概念。这

一时期的学生已具备初步的抽象思维能力，可以进行道德判

断和法律知识的内化。由于他们尚处于自我中心阶段，价值

观和行为规范仍在形成中，需要通过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育

情境加以引导和规范。另一方面，初中生的情感发展迅速，

情绪波动较大，对社会规则和道德标准的接受程度受外部环

境的显著影响。他们需要通过真实、生动的情境体验来感受

和理解道德与法治的现实意义，从而提升道德意识和法治精

神。初中生的社会关系逐渐扩大，朋友和同伴对他们的影响

力增加，通过合作性情境教学，有助于他们在互动中学习和

践行道德规范与法治精神。初中生心理发展的特点决定了道

德与法治教育应更加注重情境创设，以适应其认知和情感需

求，增强教育效果。

2.3 基于初中生心理发展的道德与法治教育需求提炼
初中生心理发展的阶段性与独特性决定了道德与法治

教育需求的特殊性。基于初中生心理发展的特征，道德与法

治教育应着重于价值观的形成和行为规范的建立。教学内容

需要紧密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以引起他们的共鸣。设定的

教育情境应注重开放性和互动性，使学生能自由探讨、质疑

和表达。具体情境的设计需考虑初中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情

感需求，将复杂的道德与法治问题通过生动具体的情境进行

呈现，从而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3 道德与法治教育情境创设的实践探索

3.1 社会情境在道德与法治教育中的应用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中，社会情境的应用能够显著

提升教育效果，通过将学生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情境引入课

堂，增强了学习的实用性和亲和力 [4]。社会情境可以涉及家

庭、学校、社区等领域，以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经验的方式展

示道德和法治的应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内化这些概

念。在学校情境中，可以通过班级讨论和情景剧等形式，让

学生亲身体验并参与到学校管理和同龄人关系中。这样，不

仅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在具

体的互动中体现法律和道德的规范作用。例如，通过模拟学

生会选举活动，学生能够认识到民主选举和法律程序的重要

性，从而增强公民意识和法治观念。

社区情境的引入则可以通过组织社区活动或社区调查，

使学生直接观察并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例如，通过开展社

区公益活动或志愿服务，学生在具体的行动中感受到道德与

法治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还可以通过邀请法律专家、警务人员等社会职业人士

走进课堂，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提供真实的社会案例和经验

分享。这种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不仅使学生能够在真实情

境中接受教育，还能激发他们对道德和法治问题的思考和讨

论，形成更加深刻和持久的教育效果。

社会情境在道德与法治教育中的应用，不仅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还能促进心理发展，提升其道

德与法治意识和行为积极性，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3.2 情境创设方法与实例分析
情境创设方法在道德与法治教育中至关重要，主要包

括角色扮演、案例分析和模拟法庭等方式。例如，在角色扮

演中，学生分组扮演不同社会角色，如警察、公民、法官等，

通过模拟真实社会情境进行互动，帮助学生体验和思考不同

角色在具体情境中的道德与法律责任。案例分析使用现实生

活中的法律案件，引导学生讨论案件背景、法律适用和道德

判断，培养其法律意识和道德判断能力。模拟法庭活动则通

过模拟真实的法律程序，让学生参与从控辩双方到法官的全

过程，理解法律实施的程序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这些方法

通过嵌入初中生熟悉的生活情境，使道德与法治教育不仅生

动、有趣，而且富有实效，提升了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的理解

和践行能力。

3.3 效果评价与反馈调整
道德与法治教育情境创设的效果评价，主要通过学生

的道德与法治意识、行为表现及课堂参与度等指标进行测

量。研究显示，利用社会情境注重真实性和生活经验联系的

教育方法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感和积极性。定期反馈机制

的建立，有助于教师根据学生的具体反应和需求进行教学调

整，确保教育情境与学生心理发展特征的匹配。课后问卷调

查和学生访谈也表明，学生在情境中更容易理解和认同道德

与法治观念，行为表现更加积极和自主。

4 道德与法治情境创设对初中生心理发展的
影响

4.1 情境创设对初中生道德与法治意识的影响分析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中，情境创设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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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真实社会情境引入课堂，能够有效提升初中生的道德

与法治意识。这种教学方法通过真实案例和模拟情境，引导

学生在实践中认识和理解道德与法治的基本原则，增强他们

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情境创设能够使学生更加直观地理解道德与法治的具

体应用。通过具体实例展示，如课堂中的角色扮演、模拟法

庭、社区服务等活动，使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感知和体

验道德与法治行为，从而更好地理解其重要性和必然性。

这种方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学习的动力。

初中生处于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他们对新鲜事物充满好

奇，情境创设能够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使他们在参与过程

中积极思考和讨论，从而加深对道德与法治知识的理解和记

忆，促进道德与法治意识的形成 [5]。

情境创设还能促进初中生的批判性思维和道德判断能

力的发展。通过实际情境中的冲突和问题，学生需要运用所

学知识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法律分析，培养他们的分析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道德与法治意

识，也为他们今后的社会生活打下坚实基础。

情境创设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中的应用，不仅有助

于学生深入理解道德与法治原则，还能有效提升他们的道德

与法治意识和实践能力。情境创设作为一种富有成效且易于

实施的教学方法，对于初中生的全面发展具有显著作用。

4.2 情境创设对初中生道德与法治行为积极性的效

果研究
道德与法治教育中的情境创设对初中生道德与法治行为

的积极性产生了显著影响。通过教育实验发现，基于真实社

会情境的教学方法能够使学生更直接地感受到道德与法治的

应用场景，增强其行为认知和决定的现实感。这种情境教育

不仅激发了学生对德育和法治知识的浓厚兴趣，还鼓励他们

在实际生活中主动运用这些知识。例如，在模拟法庭、社区

服务等活动中，学生们通过角色扮演和实际操作提高了对法

律和道德行为的理解与认同。利用真实情境使学生能亲身体

验道德与法治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进而加深对其价

值和意义的认识。这些实践活动促进了学生将课堂知识外化

为具体行动，提升了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道德与法治行为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实现教育目标与心理发展的结合。

4.3 强化道德与法治教育情境创设对初中生心理发

展的积极意义
强化道德与法治教育情境创设对于初中生心理发展具

有显著的积极意义。这种教育模式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的道

德与法治意识，还促进了其个性全面发展。在真实情境中，

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内化法律和道德规范，通过主动参与

实际问题的解决，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责任感。情境创设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社会适应能力，使其在复杂的

社会环境中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基于心理

发展的教育情境也增强了学生的情感共鸣和同理心，对个体

心理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教育实验的方式，针对初中生

心理发展阶段的特点，探索了道德与法治教育情境的创设方

式，揭示了真实情境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道德与法治意识和

行为积极性。同时，通过实践案例，我们初步总结出了如何

将情境与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认知结构和价值观相结合的

方法，这为今后的道德与法治教育实践提供了实践依据和理

论指导。然而，这个研究有其局限性，一方面，目前的研究

对象主要是某个城市地区的初中学生，未能覆盖到全国各地

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学生。另一方面，本研究只对部分道

德和法治教育情境进行了研究，并未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教

育情境，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对于进一步的研究方

向，本研究团队将在扩大研究样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教

育情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深入挖掘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

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优化和完善道德与法治教育情境的创

设方法，并在实际教育实践中逐步验证并调整，以期实现道

德与法治教育情境创设的全面优化和提升其在教学实践中

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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