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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ructured situ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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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 reform, moral and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s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imparts moral and rule of law knowledge, and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lacks situational experience, resulting in ineffective learning effect.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structured situational teaching comes into being and is widely used in classroom practice.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ructured situational teach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clas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 and effectiveness of structured situational teaching in improving students’ moral and rule of law literacy. It is found that 
structured situational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oral and rule 
of law knowledge, and enhance their practical operation and judgment ability.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further optimizing structured situational teaching,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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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结构化情境教学的实施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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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逐渐受到重视。传统的教学方法在传授道德与法治知识的过程中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缺乏情境体验，导致学习效果不显著。为解决这一问题，结构化情境教学应运而生，并被广
泛应用于课堂实践中。本文通过对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中结构化情境教学的实施案例分析，探讨其在提升学生道德与法治
素养方面的作用与成效。研究发现，结构化情境教学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对道德与法治知识的理解深
度，并增强其实际操作和判断能力。本文结合案例分析，提出进一步优化结构化情境教学的策略，以期为初中道德与法治
教育的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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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社会发展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初中道德

与法治课程逐渐无法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当前，许多

学校的道德与法治教育仍以理论传授为主，教学内容与学生

的生活经验脱节，导致学生的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难以得到

有效提升。结构化情境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式，通过创

设贴近学生实际的情境，使学生在情境中思考问题、判断是

非，增强其道德和法治意识。其核心理念是让学生通过情境

的沉浸，主动思考、解决问题，从而实现知识的内化与能力

的提升。近年来，结构化情境教学被越来越多的教师采用，

尤其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已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然

而，如何在实际教学中有效实施这一方法，仍然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

1.2 研究问题与目标
本研究旨在探讨结构化情境教学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

程中的实施效果，重点分析其在课堂中的应用情况、成效以

及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具体实施案例的分析，本文旨在为今

后道德与法治教育的优化与改进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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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中道德与法治结构化情境教学的理论基础

2.1 结构化情境教学的概念与特点
结构化情境教学是一种注重学生在特定情境下进行学

习的教学方式。其主要特点是每一堂课创设一个符合学生认

知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大情境，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教学内容

和教学需要，创设与之关联的相应子情境，形成有内在联系

的结构化情境链。相比一堂课罗列多个无内在联系的相互孤

立的情境而言，结构化情境教学，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思考

与参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判断力。在道德与法治教学

中，情境设计不仅要反映道德与法治的核心内容，还应考虑

学生的情感和价值观，引导学生在情境中学习、反思与成长。

2.2 结构化情境创设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应用
道德与法治课程强调学生的道德判断与法律意识，而

结构化情境教学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实际操作和情境感知。

例如，教师可以通过模拟法庭、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在

虚拟的情境中进行判断与决策，感受道德与法治的重要性。

此外，情境创设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教学策略，更是通过情

感体验与思维碰撞激发学生内在动力的重要途径。

2.3 结构化情境教学理论的支持
情境教学理论认为，学习是一个互动过程，学生在真

实或模拟的情境中参与，能够更好地理解知识并形成有效的

能力。该理论强调情境与任务的紧密结合，注重学习情境对

学生认知与情感的双重激发。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情境创

设不仅要关注学生对道德与法律知识的掌握，还要培养其批

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

3 初中道德与法治结构化情境教学的实施现状

3.1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的现状分析
当前，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仍然存在教学方式单一、

教学内容枯燥等问题。大多数教师采用讲解式教学，学生缺

乏实际参与和思考的机会，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道德法

治素养难以提升。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忽视学生的自主性和

参与感，单一的知识灌输方式未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兴趣，导

致学生对课程内容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内化。而随着社会的发

展，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水平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教学模

式已难以满足他们对知识的需求。因此，如何通过创新的教

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思考深度，已成

为当前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3.2 结构化情境教学的应用实践
一些地区和学校已经在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尝试将结构

化情境教学方法融入课堂。通过模拟法庭、角色扮演等活动，

学生能够在情境中扮演不同角色，深入思考和分析道德与法

治问题。例如，在模拟法庭中，学生可以扮演律师、法官、

被告等角色，从不同视角分析案件，锻炼他们的法律思维与

表达能力。此类情境创设不仅增强了课堂的互动性和趣味

性，还促进了学生道德判断与法律知识的结合。通过实践活

动，学生能够在模拟的情境中学习如何处理法律问题与道德

冲突，从而更好地理解法治与道德的相互关系，培养法律素

养与社会责任感。此外，结构化情境教学还能促使学生在体

验过程中提升批判性思维和合作能力，对他们的综合素质培

养具有积极作用。

3.3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尽管结构化情境教学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

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部分教师对结构化

情境教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情境创设的设计常常缺乏系统

性和连贯性，难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思考。另外，由于

资源和设备限制，一些学校无法充分发挥结构化情境教学的

优势，导致情境创设效果不理想。在一些地区，教学条件较

为简陋，缺乏适当的技术支持和教学资源，限制了情境创设

的多样化与深度。

4 初中道德与法治结构化情境教学的案例分
析与策略应用

4.1 案例背景与教学设计
为能有效构建结构化情境，并借助结构化情境实施教

学工作，提升教学质量，将学生的思维代入到结构化情境

中，让学生通过在此结构化情境中学习到相应的知识，带给

学生情感体验，并以此助力学生的发展，则需要教师根据初

中学生的性格特点与兴趣来合理选择案例，确保案例能够体

现出值得学生进行深入学习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优化教学

设计。

现以七年级上册第三课第二框“学习成就梦想”为例

来进行说明。

通过认真研读教材以及查阅相关资料，确定本课时教

学目标和知识结构如表 1 所示：

为更好地完成本节课教学目标，我们查找了众多的情

境材料，综合比较之后，确定将航天英雄桂海潮的相关事迹

作为本节课的大情境，并根据教学需要围绕桂海潮的相关事

迹选取了三个子情境，形成了结构化情境链，来对应相应的

教学任务。如表 2 所示：

4.2 立足知识结构，优化教学互动
教师要明确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的目的在于提升学生

的道德素养，在于培育学生成为一个有着良好道德素质的

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在优

化教学设计后，教师要能立足知识结构，与学生们积极互动，

探讨“为何学”“何为学”“如何学”。详见表 3 的教学过程。

4.3 教学效果与反思
通过本次案例教学，立足典型案例，学习与归纳桂海

潮的精神，根据桂海潮的案例来构建结构化情境，立足知

识教学，让学生们领会“为何学”“何为学”“如何学”，

在课程教学中优化与学生的互动，提升了与学生们的互动体

验，取得了积极的教学效果，增强了教学的活动性，并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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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帮助学生从小树立远大的抱负，

立足经典案例，激发学生情感投入与共鸣。教学的目的不仅

仅是掌握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将理论运用于实践。通过

这种分享环节，能激发孩子们的思考和参与热情，之后，教

师还可组织学生观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片段，让学

生们怀揣着伟大的梦想奋力前行。

表 1

教学目标

必 备
知 识

1. 学习对青少年的重要意义。

2. 正确理解学习，明确学习的内容、范围和表现形式。

3. 学习成就梦想的具体做法。

关 键
能 力

1.观看桂海潮视频《从小镇做题家到“摘星星的人”》，通过小组合作探究，能从不同角度回答青少年要学习的原因，

归纳出学习的意义。

2. 分析桂海潮参加训练的文字材料，并结合课堂游戏，能正确理解学习，明确学习的内容、范围和表现形式。

3. 通过观看桂海潮的学习经验交流分享等视频片段，能正确总结出学习成就梦想的具体做法。

学 科
素 养

1. 政治认同：知道学习对我们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民族的未来和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

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

2. 道德修养：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以积极的心态对待学习，培养正确的学习观念，形成自觉学习的意识，热爱学习，

学会学习。

3. 健全人格∶正确认识和对待学习，养成自觉、主动的学习态度，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

提升学习素养，增强在社会实践中学习的能力，通过学习实现梦想。

4. 责任意识：珍惜学习机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读书的志向。

知识结构

表 2

结构化议学情境

大情境：航天英雄桂海潮的相关事迹。

情境一：播放航天员桂海潮《从小镇做题家到“摘星星的人”》的视频。（对应知识结构①）

情境二：展示桂海潮和其他航天员们进行训练的文字材料。（对应知识结构②）

情境三：观看桂海潮的学习经验交流分享等视频片段。（对应知识结构③）

议学任务

议学任务 1：立身百行 以学为基——为何学（对应情境一）

议学任务 2：有字之书 无字之书——何为学（对应情境二）

议学任务 3：逐梦未来 无愧时代——如何学（对应情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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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初中道德与法治结构化情境教学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

方法，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通过有效的情境创设，学生能

够在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中进行道德判断与法律决策，增强其

道德与法治意识，并提升实际问题解决能力。

总之，结构化情境教学为道德与法治教育注入了新的

活力，其通过生动的情境设计，能够使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知

识、培养能力、提高素养。然而，这一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

依赖于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学设计能力和资源的支持。未来，

随着教育理念和技术的不断发展，结构化情境教学将在道德

与法治教育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培

养具备社会责任感、法治意识和道德判断力的新时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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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学过程

情境导学

大情境：认识航天英雄桂海潮。

PPT 展示“桂海潮”照片，问同学们认识他吗？同学回答后，老师再接着展示文字材料，再提问桂海潮的励志人生告

诉了我们什么？ 从而引入本节课的学习课题：学习成就梦想。

情境议学一

情境一：播放航天员桂海潮《从小镇做题家到“摘星星的人”》的视频，小组合作探究学习的重要意义。

议学 1：立身百行 以学为基——为何学

教师组织学生观看视频《从小镇做题家到“摘星星的人”》，并组织学生小组讨论探究：结合视频和我们的生活经验思考，

学习有何重要性？

教师组织学生分小组讨论探究，时间 3 分钟，黑板上显示倒计时。3 分钟后，请小组展示。

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点评和引导。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要给出中肯的评价，及时表示肯定与鼓励，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

议学成果：1. 学习的重要性或意义？（具体内容略）

情境议学二

情境二：展示桂海潮和其他航天员们进行训练的文字材料，一起探究学习的内容。

议学 2：有字之书 无字之书——何为学

教师组织学生研读材料，回答问题。

议学成果：2. 学习的丰富内涵。（具体内容略）

情境议学三

情境三：观看桂海潮的学习经验交流分享等视频片段，探究应该怎样通过学习成就梦想。

议学 3：逐梦未来 无愧时代——如何学

教师组织学生观看视频，边看边思考：视频中，桂海潮有哪些学习秘籍值得我们学习？

    议学成果：3. 如何通过学习成就梦想？（具体内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