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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年度第二学期道德与法治教学研究
活动及成果 

时间：2024 年 5月. 

参加人员：王东涛 王军 杜庆佐 耿学浩 

缺席人员及原因：无 

教学研究活动主题：提高道法教师自命题能力 

中心发言人：王东涛  

一、活动讨论 

双减”政策的实施，给中小学教育教学带来了变革。教改离

不开实践课堂，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四五”开启，借

着“双减”的契机，我们将继续深入地去探究课堂的智慧，促进

教师的自我成长。教师一方面要及时改变以往“生搬硬套”的习

惯，构建师生共生共长的新型课堂；另一方面，要及时适应新时

代教书育人的要求，在教师素养方面持续发力，坚定走好专业成

长之路。提高教学效率，减量提质，关键在于教师能力的提升。 

在新的学期里，我们将深入研究学生，深入研读教材，探究

教学设计的有效性；深入研究教学，打造简约课堂；深入研究学

科，成就系列课程；深入研究表达，反思教学行为。教师的成长，

我们认为重中之重为习题设计，提升教师自命题的能力。 

自命题的能力是每位教师应该具备的能力，课堂练习的命题

更应体现命题和教学的一致性，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在统编教

材命题设计上，能够更深入、更广泛地去思考、去实践，向真正

做到“减负提质”迈进。 

二、活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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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年，我校对提高自命题能力进行了研讨，反思平时我们的

课堂教学，我觉得在教学和命题中应该在以下方面努力： 

一、坚守课标精神，夯实道法基础 

从近年的道法考试试题来看，光靠死记硬背是学不好道法

的。因此，在基础知识学习方面，要在学习课本的基础上，拓

展学生的知识面，要活学，不要死学，要内外兼顾，不要把目

光死盯着课本。要让学生把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在运用中得到巩

固和理解。 

二、坚守道法生活化 拓展学习的空间 

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决定学习质量的因素之一，若教师创设

出生活化教学情境，学生可以全身心投入课堂学习，并吸收教

师传授的大量知识，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此外，陶行知先

生认为，生活中含有教育，教育又源于生活，只有二者合一，

才能够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知识。  

 三、坚守立德树人作为命题根本 

首先，把立德树人作为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的核心理念。初

中道德与法治课程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所以在平时的教学中要

将其贯彻到核心素养培养中去，使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立德树

人对自身道德素质及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性，如在道德与法治

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将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学法守法、文

化传承等核心素养作为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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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

责任重大。 

其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师教学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例

如，教师可以将学生生活中关于道德素质的故事在课堂上进行

分享，把教育融入生活，让学生深刻地了解到道德素养对自身

健康成长和整个社会的重要性，如老人摔倒扶还是不扶、面对

校园欺凌事件我们应该怎么做等。 

最后，把立德树人作为学生成长的基本道德理念。一定要通

过多种渠道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问题判断能力及思维能

力等，使他们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时能够尽快找到合理、有效的解

决办法 

三、活动成果 

在开展试卷命题工作时，要坚持以生为本，内容选择上要注

意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问题设计上要注意符合学生的思维习

惯和认知规律，逐步实现由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的转变，引导

学生自主地思考和解决问题，实现自主发展。如，中学生处于

青春期，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心理问题，从而影响正常的学

习和生活。针对这一内容的命题，可以结合道德与法治七年级

上册有关青春期成长的内容，通过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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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问题，如中学生网上交友体现了哪一教材内容，并让学生

谈谈看法。 

命题教师是开展命题工作的具体实施者，担负着制定考核標

准，检验学生是否完成学习任务的使命，因此，要提高道德与

法治课的命题质量，需要不断加强对命题教师的培训，提高其

专业水准。作为命题教师，除了要依照统编教材的学习大纲出

题以外，还应该多参考其他资料，丰富出题的内容，不仅要站

在命题者的角度设置问题，还要站在中学生的角度思考如何提

升命题质量。 

道德与法治课要提高命题质量，就要从明确指导思想，设置

难度适中的题目，准确把握时政热点，贴近中学生的日常生

活，对命题教师加强专业培训等方面着手，以落实核心素养，

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