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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 年 9 月 23 日  

参加人员：丁永叶  曲英华  杜建立 姜海荣  王晶   

于洪妮 王华 王玉芳 

缺席人员及原因：无 

教学研究活动主题： 

中心发言人：王玉芳 

一、活动讨论 

巧用案例灵动道法课堂 

二、活动总结 

  丁永叶积极提出建议，选择初中生关心的、具有教育意义的

现实问题和社会热点作为素材，精心设计问题，引导他们积极探

究，了解社会、关注生活，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曲英华着重强调结合具体案例理解法治与自由的关系提高学

生对“自由是有限制的、相对的"的辩证认识能力;初步培养学生

用法律的视角认识自由和平等的真谛的意识和能力。从情感上感

受自由都是法律之内的自由,体会法治规范自由又保障自由。体

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领会平等的真

谛所在。 

杜建立老师认为要遵循了学生的认知规律,采用鲜活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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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生乐于参与,引导学生在事例的分享与

探究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增强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学生经历从

“情感体验-思维培养-价值认同"过程 ,能够很好地实现素养教

育目标。 

      姜海荣老师提出教师可以将抽象的内容用案例故事的方式

呈现出来，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探究为主线”，交互

运用理论讲授法、案例教学法、问题导学法、启发教学法、辩论

教学法、讨论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通过“自主先学——合作

展学——点拨促学——内化悟学”的逐阶次递进过程，从而让学

生以案例为基础展开思考与分析，进而加强学生的思维能力。 

    王晶老师强调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高度关注学生的个体差

异。针对不同学生的学习习惯和个性特点，采用分层教学的方法，

从而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这样可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

在道德与法治的学学习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的

个性化发展。 

于洪妮老师提出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教学。通过跨学科

的融合，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让学生

在学习道德与法治的同时，也能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促进各学

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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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老师认为初中阶段的学生心智还未成熟，对其进行道德

与法治教育，需要遵循其客观的身心发展规律。形象思维教学，

在教学中，教师将具体的案例使用在教学中，可以让学生从中获

得德育教育，同时还可以构建自主高效的课堂，进而实现道德与

法治课程教学的最终目标。 

三、活动成果 

本次教学研究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首先，教师们在教学

理念上有了新的认识，更加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促进学生素养

能力的全面提升。其次，通过讨论和交流，形成了一系列切实可

行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如案例教学、差异教学、多媒体辅助教学、

分层教学等。这些方法将在今后的教学中逐步应用，有望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果。最后，活动增强了教师团队的凝聚力和合作精神，

为道德与法治教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我们在教学中要

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承担起建设学科的责任，确保每个思政老

师都能从这门学科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从而让更多的学生

热爱生活、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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