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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网络资源与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 
周贤松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教育局）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网络已经进入了人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工作、学习，它都具有无法

比拟的作用。网络资源可以为人们的交流、学习以及工作提供便捷的体验，拓宽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途径。作为新时期下
的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也要迎合时代趋势，深入挖掘网络资源，有意识地将其融入到各个教学环节，为学生思想品质、道
德素养的发展助力。基于此，以下就网络资源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的策略展开探究，希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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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阶段，道德与法治课程占据着重要地位，关系着

学生良好道德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但是，就传统初中道德与
法治教学情况来看，部分教师对互联网的运用有些欠缺，使
得道德与法治教学显现出一定的滞后性，这不仅难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还可能会削弱学生的热情。学生不愿意真正
参与道德与法治学习，教学效果可想而知。网络资源与初中
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有机融合，能够有效改善这一局面，值
得引发广大教师的重视。 
一、制作微课视频，优化课前预习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参与课堂学习之前，如

若学生有所准备，往往会有更加显著的效果。换句话来说，
在学习时，如若学生能够有效预习，那么对自己掌握了哪些
知识、哪些知识不理解就会有更加清晰的认知，在课堂上有
侧重地听讲，让课堂学习效果事半功倍。但是，在以往教学
中，学生普遍没有预习的习惯，即便是预习，往往也是“蜻
蜓点水”，未能真正发挥出预习的功效[1]。这个时候，教师作
为学生道德与法治学习道路中的引路人，就必须要加以引
导、点拨。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学习成为了现阶
段广大学生青睐的学习方式之一，微课随之进入了大众视
线。教师可以紧扣具体教学的内容，为学生制作微课视频，
以此辅助学生预习，让学生的预习不再“漫无目的”，保证
预习的质量、效率。例如：在教学“生活需要法律”这部分
内容的时候，教师提前在班级群或其他学习平台分享微课视
频，鼓励学生结合上述微课进行预习。在微课视频的辅助下，
学生知道了生活需要法律保障，对法律产生的过程有了初步
的了解，还知道了法律对生活的作用[2]。这些内容较为基础，
学生通过微课视频可以较好地理解，但对于国内法治建设的
发展历程、依法治国的意义，学生的认识还有些欠缺。对此，
学生在课堂上就会重点聆听上述内容，保证课堂学习的有效
性。显而易见，切实有效的课前预习，使学生对“生活需要
法律”这部分内容的目标更加清晰、明确，整体学习效果也
更加理想。 
二、创设媒体情境，激活课堂氛围 
与小学不同的是，初中阶段的课程相对较多，学生的学

习压力、负担自然也更重，在学习时，难免会有所侧重。与
语文、数学以及英语等课程相比，学生在道德与法治学习中
普遍缺乏主动性，更有甚者，认为道德与法治是一门副科，
可学可不学。另外，还有部分学生认为道德与法治枯燥、乏
味，死记硬背即可。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热情大幅降低，课堂表现不佳，最终的教学效果自然也
大打折扣[3]。此时，网络资源的应用就显得尤为关键了，网
络资源丰富多样，包括音频、图像以及视频等，教师加以搜
集、整合，创设优良情境，吸引学生参与其中，投入更多的
精力和热情，实现高质量的道德与法治学习。例如：在教学
“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部分内容的时候，主要分为三
个模块，分别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我国基本政治制度”
以及“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对学生来说，这部分知识有些

枯燥，他们往往提不起兴趣。于是，教师为学生播放课前准
备的音频，以此优化课堂氛围。在此基础上，引入新课内容，
促进学生对我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理解。当然，也可以给学
生播放视频，让学生在直观的画面中体会到道德与法治学习
的乐趣，更愿意参与进来。学生对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有一定
了解后，教师设计引导性的问题：①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是什
么？②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让学生抢答。这样，不但
可以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还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
生更愿意投入进来，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三、拓展学习平台，强化主体地位 
新课标强调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即学生是学习的主人，

教师要对学生的主体地位表示认可、尊重，发挥自身的作用，
有步骤地引导，避免学生沦为学习的机器。网络资源在初中
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融入，正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帮助。具体
而言，它为学生打造了更加新颖、更具现代化的学习环境，
教师可以搭建网络学习平台，给学生创造自我展示的机会，
如鼓励学生多个方面、角度来学习道德与法治知识，让学生
在亲身实践中增强法治观念，树立良好的主人翁意识。例如：
在教学“法律为我们护航”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教师提前与
学生交流，对学生常用网络平台有一定的了解。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组织学生通过多种渠道，如新闻网、微信公众号、
抖音、微博等，自主寻找相关视频片段[4]。显然，与传统教
学方式相比，这样的方式更加新颖、更具吸引力，学生踊跃
参与进来，课堂也变得更加活跃。在此过程中，学生表现得
非常积极，有的从抖音平台查找了 315打假的视频，有的则
通过微博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总的来说，丰富多元的网
络资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新的契机，师生要
抓住机会，有效运用网络资源，学习教材以外的知识，为日
后学习和成长夯实基础。 
结束语： 
总而言之，社会不断进步，时代不断革新，网络技术在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的价值也愈加凸显。作为一名合
格的教师，要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创新和优化自身的教学理
念，善于发挥网络资源的功效，为道德与法治教学“增光添
彩”。具体而言，可以从制作微课视频、创设媒体情境以及
拓展学习平台三个方面入手，开展高质量道德与法治课堂教
学工作，助推学生思想品质和道德素养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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