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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辨活动型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基于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思考
叶沁莹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  ：   义务教育阶段的道德与法治课程是培养青少年法律规范、法治素养的重要途径，然随着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进一步

推进，社会科技的迅疾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的日新月异要求学生的法治思维不能止步于简单的知识理解与辨析，更

要以思辨的目光看待复杂问题、以思辨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故如何对学校课程进行顶层设计，结合课程中的法律特

色与初中生身心发展规律，让真实的生活场景融入思辨式的活动型课堂，使学生的法治教育能够有多元的学习路径、

多角度的能力培养，使其法治素养能够具有思辨性的时代特点，应当是新课程改革的一个思考、实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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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ourse of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teenagers' legal norms and legal literacy. However, with the further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the rapid change of so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rapid change 

of teenagers' growth environment, students' legal thinking should not stop at simple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discrimination, but also look at complex problems with speculative eyes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with speculative methods. Therefore, how to carry out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combine the leg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urriculum and the law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tegrate the real life scene into the speculative 

activity-based classroom, enable students' legal education to have multiple learning paths, multi angle 

ability training, and enable their legal literacy to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culative era, should 

be a thinking and practice direc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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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社会教育体系的核心部分，是社会公民培育的基本环节，是落实法治观念的重要载体。《全国教育系统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中明确提出青少年的法治素养培育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立德树人的主渠道作

用。[1]道德与法治是初中学生学习法律，形成法治观念的主要阵地。为了培养学生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习惯和行

为方式，尝试把真实的法治社会搬上课堂，通过思辨的方法让学生从实践活动中直观习得有用的经验并应用于生活，是义务教育新课程

改革的一个探索点。

一、思辨性法治活动课程设计的基础框架

设计与实施课程需要有一定的教学期望与课程原理作为先导

与基础，通过思辨的方式来提升学生法治观念的活动型课程，需

要立足于对现有理论与实践基础，对学科知识结构排列、呈现方

式，教学的组织形式、评价方法等都作出新的尝试。

（一）教学设计活动化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

点。”[2]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作为实践和认识主体的主体性，

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在完成自我建构。初

中阶段的法治教育最重要的不是理解法治社会的各种条条框框，

而是即使在法律的约束下也能有着自己对于自由的充分认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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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修炼成完整而健全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杜威也认为

“教育需要对现在的社会负起责任”。因此，学科知识能否与实际

生活实践相融合，教师能否在实践活动中培育出未来学生一生受

用的核心素养与关键能力，这些应是检验教育是否对社会负责的

一些重要标准。

（二）学科知识问题化

20世纪80年代，大卫·库伯提出了体验式学习理论模型。库

伯认为学习应该以社会需要设计体验，而个体在该环境的体验中

获取知识技能，学习本身就是转换体验与创造知识的过程。而问

题是学生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体验的桥梁，当缺乏逻辑而空洞

枯燥的学科知识被问题所简化联结，学生就会有意地寻找问题的

答案、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根据大卫·库伯的体验式学习理论，初中法治教育的活动课

程可以通过情境创设 (具体体验 )——观察描述 (观察内化 )——交

流总结（抽象概括）——实践应用（行动应用）的体例构成。问

题探究与体验是课堂进展的一体两面，相比“是不是”“对不对”

等低阶的问题相比，初中生的法治教学更需要具有思维碰撞、观

点交锋的高阶问题。例如新时代下德法共治的矛盾冲突、道德两

难问题、理想现实相悖案例等。总之，以体验为基础，将学科知

识问题化，通过质疑、探索、转化、创造这四个阶段的连续循

环、螺旋上升，最终会实现知识的增值。

（三）教学组织生活化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认为，即使教育主体并非出于教育的

目的，但在生活的摩擦中对受教育者产生了影响，便属于生活教

育。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种体验途径，思辨式的活动型法治课程

应立足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充分编排富有生活气息的案

例，组织开展有实际情境的活动游戏，通过情景还原、学生亲身

体验等环节使学生在学校课程的学习中感知生活，拉近学校与社

会的距离，让学生在对生活的实际问题的思辨中获得经验，锻炼

综合实践能力，通过学做合一最终实现知行合一，逐步成长为新

时代社会要求下合格的社会小公民。

二、开展思辨式活动型法治课的教育使命

思想政治课程对于学生道德修养、人格塑造、价值观培养上

有着无可比拟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思辨性法治活动课程的设计

与开展具有更加深层次的现实性意义。

（一）优化教学方式，提升课堂效率

初中学生会在七年级下册开始接触生活与法律的各种关系，

以及一定专业性的法律条文。但青少年在生活中很少直接接触法

律条例，因此要求他们直接利用理论知识思辨生活中出现的现实

问题具有一定的难度。而活动型课程能通过组织形式丰富的活

动、游戏、讨论等，在大学科跨界融合的基础上为学生接触法律

创设更多的学习情境，帮助学生强化对法律的了解，增强思维批

判能力。

其次，主题式教学可以充分结合当地的教学资源，更好贴切

学生所需。教材上的案例有限并且无法根据时代、社会发展情况

而实时更新，故而思辨式活动型课程作为教材之外的恰当补充，

可供教师立足学情，寻找适合校园氛围、班级学情的案例，拟定

有时代思辨特色的法治主题，为学生学习法律、培养法治观念增

添一个新的渠道。

（二）培养核心素养，落实公民社会教育

使用传统教授法进行专业知识点的教学时，难以避免容易让

理论讲授、灌输的现象反扑，同时因为教材上案例有限，难以妥

帖地结合现实场景进行教学，所以教师常常忽略案例背后的思想

观念与价值观。而组织开展思辨式法治活动型课堂，可以有效地

弥补这一缺陷，让教师在课程构建的过程中，认真思考学科的德

育功能，在实施课程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学生思考、辨别、批

判等能力的提高。

与此同时，学生在活动型课堂中的主体性能够得到充分体

现。在对案例的分析、观点的讨论、角色扮演等活动中逐渐形成

强烈的探究欲望和独立意识，这些想法最终会发展为学生自主学

习以及自我管理的动力与意愿，帮助落实新教改倡导的学生主动

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的课堂模式。

（三）丰富学生生活，增加学习体验

“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儿童在学校教育里学习是必

然的，但生活是首要的。生活要通过身体接触、器官的运用去感

觉、去体验、以此获得经验。[3]儿童生来就有一种要做事和要工作

的愿望，尤其是对活动的兴趣最为强烈，而那些真正有教育意义

和有兴趣的活动中进行学习的机会，或许会成为对儿童一生有益

的转折点。

好的教学唤起学生的兴趣与灵魂，使学生拥有明智的思维，

产生恰如所需的生活经验。学生在还未真正踏入社会前，可以把

学校当作一个小型社会来历练，组织“小法官角色体验”“畅言

论坛交流”“生活舞台演绎”等活动，让学生提前感知社会，为

未来生活实践做好经验准备，也为未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奠定

基础。

三、思辨性法治活动课程实施路径

学校在充分掌握学情的基础上，应当通过系统思考、整体设

计，将道德与法治学科的育人价值着重落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落实到学校文化理念与育人目标结合

点上，落实到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融合和表达上。[4]

（一）基于提高思辨性法治素养开展学科整体规划

在理论的基础之上对道德与法治课程进行顶层设计，该课程

体系主要由教材同步延伸课、知行合一实践课、多学科跨界融合

课组成，并通过“乐学”“活用”“常思”三大路径加以实施。

第一，乐学。“乐学”立足于教材，不排斥传统课堂用言语讲

授的教学方式来为学生阐释基础知识点，在此基础上，鼓励教师

对教材进行有效整合与概括，让学生在感知的基础上形成部分的

抽象理解，帮助学生对学科知识体系的大致结构做出初步粗浅的

了解。其次，“乐学”课程立足于教材，但高于教材。在有限的课

时、有限的教材案例之外，还应为学生补充与当前教材学习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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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联系的网络课程资源，例如线上微课、普法视频、辩论比

赛等。在线上线下的合力作用下，为学生进一步适应拓展课、活

动课打下良好理论知识基础。

第二，即“活用”，该活动课程的设计是为整个课程设计的

核心所在。教师在进入该部分的教学前，应当通过课堂形成性检

测来掌握班级对教材中的法律理论知识是否已经形成基础的认

知，大部分同学是否已经具备进入应用知识阶段的基本能力。活

动课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三类课堂偏重关注学生的审辨思维发

展、语言表达能力、亲身体验经历，意图在培养目标和教学载体

之间构筑一道学科育人的桥梁。

第三，“常思”。“常思”课程着力于学生高阶思维的培养，

在知识点初步应用的基础上，结合时下热门的全学科跨界融合，

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拓展的机会。计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的建设”的主线之下，设计以学科学习为支撑，以问题

解决为驱动，以学生发展阶段特点的“法眼看世界”主题课程。

该课程属于学科跨界融合型课程，可以囊括语文、数学、英语、

历史、思想政治、音乐、综合实践等多门课程，意图于打破学科

界限，突破思维定式，培养综合能力，让学生在学科跨界融合中

各施所长、各取其爱，各有所获。

（二）立足学科特色与学生能力创设活动课堂

对于学科课程而言，教师不仅要立足于课程内容特点，还应

借助案例、议题、法条、实践活动等适恰的教学载体，让师生共

同成为法治学习载体的呈现者、问题的探究者和学习成果的共享

者，逐步提升法治素养，最终落实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目标。[5]

而通过活动课为载体来实现学生对于法治素养的提升，有如

下几点措施。

第一，“心：学科拓展课堂”，该课堂主要通过开展模拟法庭

来实现。模拟法庭的素材来源于生活，由师生从网络社交媒体搜

集近期舆论争议较大的热点新闻与法律案例，并在教师的引导下

完成自主的前置学习。[6]“开庭”前，由学生自主推选少年法官，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整个案件作出基本的梳理与价值判断。开

庭过程中，参考真实法庭开庭审理的程序，让学生对案例进行剖

析和探讨，澄清误读，查阅法律资料，形成法治认知，提升思辨

能力。[7]例如以2022年6月10日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为主题，

教师在第一阶段通过具体分析，使学生能够认识案件涉嫌恶势力

组织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第二阶段则抽象概括，认识

唐山打人事件不仅挑战了社会良知与社会秩序、挑战了全社会的

安全感，更挑战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第三阶段则立足于思维升

华，教师要让学生将课堂上所习得的知识内化为杜绝违法犯罪的

思想观念，更要教会学生在现实中如何避免人身伤害，如何在危

急时刻保护自己。

第二，“言：能力融合课堂”，学生锻炼自己慎思明辨，加强

自我对待社会热点不被舆论所裹挟的态度，并形成正确的情感价

值观。[8]教师以组建“畅言论坛”为抓手，以设计有争议性的话题

为契机，让学生针对某一抽象理念或是社会现象做出自己的价值

判断并在班级同学面前陈述观点。在此过程中，教师设计的问题

应当充分融合法理学、伦理学、法律哲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例如

“面对电车难题到底该如何选择？”“道德与法律之间到底是怎样

的关系？”。[9]在问题的讨论中，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观点，进行

思维碰撞与交锋，不仅可以锻炼学生对于抽象概念的理解能力、

发散性思维与逻辑思维，还能同时强化训练学生的言语组织表达

能力。

第三，“行：体验实践课堂”，主要通过“生活舞台”进行

情景剧创编与表演来反映社会现象。以学生熟悉的“老人摔倒扶

不扶”问题为例，让学生剖析一次法律判决为何引发全民热议，

再通过设置角色，编排剧本，准备道具等，还原老人摔跤、法院

判决、全民热议等不同场景。[10]这一系列过程都可以放手让学生

自己组织参与，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让他们也成为课程设计的一

员。而在最后情景剧的呈现环节，教师可以请班级同学从剧本立

意、表演水平等角度对情景剧做出客观评析，将实践性与开放性

融入法治素养的培养，实现内容活动化与活动内容化的统一。

法治观念是初中德育学科核心素养的要素之一，法治教育道

阻且长。而培养学生的法治素养的眼光应当放长、放远。在课堂

上，学生能够像一个小法官一样思考；而离开课堂，能让学生在

现代社会纷繁复杂事物的包围之下，始终“守脑如玉”，拥有正

确的价值判断与清晰有逻辑的思考，这才是教育落实学科的核心

素养真正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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