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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初中思想品德课堂的有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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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种因素制约着课堂互动，要关注互动目的是否明确、互动时机是否适宜、互动情景是否得当、

互动形式是否合适，应采用综合多种因素有效促进课堂互动教学。 
关键词：初中思品；课堂互动；有效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10）02-0129-02 

互动教学是中学课堂里最常见的教学方式，是教学

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正如亨特（Hunter）把教学

定义为：对于影响学习可能性的不断决策过程，是在与

学生互动前、互动中和互动后所做出的决策。[1]初中思

想品德课堂教学也不例外，需要在师生互动中实现教学

的有效性。根据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可以从以下四个

方面作出一些努力。 

一、互动目的要明确 
设计以学生为本的、有价值的课堂活动，如角色扮

演、游戏、处境研究、录像观看等。教师在设计活动时

必须考虑活动的有效性问题，即活动设计的目的必须与

教学目标相匹配，避免形式化，摒弃为活动而活动。在

思想品德课堂教学中，互动教学需从这一理念出发，要

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独立

性与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学

习，使学习成为教师指导下的主动的富有个性的过程。 

如当前有些学生对网络术语、计算机术语、篮球术

语脱口而出，而对法律术语的记忆、理解和运用却是相

当困难。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在思想品德课法律知识教

学中，营造民主的法律氛围，创设生动的教学情境，激

发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

通过引人入胜的法律故事，让学生通过猜测、验证、推

理与交流等教学活动，亲历知识的来龙去脉，复习记忆

的法律术语，从而感受学习运用法律术语的乐趣。如对

“刑罚”的介绍，从考究刑罚的词源入手。“刑”字属

于典型的象形文字，左边的“开”实质是“牢井”的象

征，右边的是个“刀”，表明了“牢”与“刀”的处罚。

这让学生感受到了学习运用法律术语的重要性，拓展了

学生的法律思维，提高了学生的法律意识。 

德国诗人特奥多尔·冯塔讷曾说过：“教育旨在努

力为毫无依靠的幼树提供一根拐杖，从而使其能在纯净

的空气中自由自在地、无忧无虑地成长。那么，我们则

接受了非常不错的教育。”[2]思想品德课堂教学中，有

效的互动教学就是为了这棵幼树的成长。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促进学生素养的提升与能力的提高，课堂也才能

真正成为提升师生生命质量的场所。 

二、互动时机要适宜 
1. 互动要顺“时”。“自然的即是和谐的”，思

想品德课堂的互动教学也提倡教与学的和谐。如一青年

教师在组织八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五课《世界文化之旅》

时，教师搭建了“海宝游世界”教学舞台。“海宝”带

领师生游了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英国伦敦的塔桥、

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等一些国家的典型建筑。在“节

日俱乐部”里度过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了

解了各地的风俗。还游了美食大荟萃、风云名人馆、戏

剧大舞台、科技博物馆等。教师旨在让学生了解文化的

多样性和丰富性，但是宣传中国文化、介绍外国文化花

了 30 分钟左右的时间，仅完成了教学内容中的一个，与

课程标准所要求的“懂得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平

等的态度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人民友好交往，尊重不同

的文化与习俗”的课程目标尚有距离。而且此舞台搭建

的时间过长，使得接下来的教学有些相形见绌，学生失

去了上课伊始的学习热情，教学互动效益大打折扣。 
2. 互动要适“机”。卢梭说过：“教育必须顺着

自然——也就是顺其天性而为，否则必然产生本性断伤

的结果。”[3]教师要通过符合实际的情境创设、水到渠

成的引导、潜移默化的感染、画龙点睛的点拨，使学生

发自内心地接受思想品德课教学带给他（她）的影响。

比如一次跨区域合作交流公开课《从北京奥运看交往》

中，教师为了使学生了解“交往需要多种条件”，适机

开展“2008 年……你是奥运会志愿者（梦想中）”活动，

安排模拟面试：老师将面试分类为“Noc 志愿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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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营志愿者”、“城市志愿者”、“赛会志愿者”，请

学生自己选择，选择同一类型的同学站起来，老师当场

展示面试问题，做不到的同学坐下，看看最后能剩几个

人。通过此教学舞台，学生对其原有的道德认知和情感

有所触动、有所质疑、有所思考，获得了更多的主动参

与机会，拓展了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了课堂教学的

有效互动。可见教学舞台搭建时机要合适，不是互动越

多越好，而是要与学生的身心实际相适应，要留给学生

反思的时间。这样，师生才会在和谐中自然地生长，教

师的主体精神和学生的主体精神才得以充分地展现。我

们的课堂就可以还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还学生真情洋

溢的世界，还学生心向自然的情愫，还课堂一片精彩。 

三、互动情景要得当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指出，课堂教学要创设

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个学

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如一教师组织教学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二课《两

代人的对话》时，搭建的“模拟对话”具有普遍性和真

实性：“就像一位妈妈说的：‘孩子长大了，可是却和

我越来越疏远了，我想了解他的世界无从下手，我想走

进他的世界他不让，让他走进我的世界他不肯。’所以

我们要多和父母沟通。现在就有一位严厉的妈妈，她可

能是你的妈妈，也可能是他的妈妈，她其实有着很多同

学妈妈的影子。我们要看看这位妈妈说了什么，我们要

模拟的是和这位妈妈的对话。” 

模拟对话目的：“（1）说服妈妈同意自己出去玩

篮球。（2）妈妈已经是第 101 次这样数落你了，让妈妈

停止唠叨。（3）不要再说我不行，不要拿我和别人比……” 
这样搭建的舞台，来自于学生的生活实际，学生都

有过类似的生活体验，因而能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

学中来，让每个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和中心，使每

个学生都成为课堂教学中最基本、最活跃、最具生命力

的“细胞”。互动情景的创设，应是与教学内容相适应

的、具有普适性的、贴近学生的、真实的、普遍的、日

常的、现在的生活，能体现教育意图的、具有教育意义

的、能够发挥价值教化作用的和引导学生创造与发展美

好生活的“生活范例”。 

四、互动形式要合适 
内容是需要恰当的形式来呈现的。思想品德课堂教

学中，互动教学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课堂表演可

以给学生一方舞台，让他们充分展现自我；求知抢答可

以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畅想未来

可以让学生插上理想的翅膀，给自己定一个奋斗目标；

现身教育可以以学生自己为原型，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

审视某些观点，发表自己的见解；辩论明理既可以锻炼

学生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又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走上

讲台可以让学生“学”，教师“教”的角色转换，以达

到提高学生各方面能力的目的……教师应根据不同的内

容，选择合适的互动形式，与目标进行有效组合，才能

实现课堂的师生“协奏”，生生“合唱”，方能达成课

堂音符的和谐，实现教学目标。 

在组织教学九年级第七课《学会合理消费》一课时，

笔者采用了“教师引在前，讲在后；学生想在前，听在

后”的方法，引导学生去思考、去交流。“我们现在过

年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你们能说说为什么吗”？

学生甲说：“现在人们平时的生活也挺丰富的，过年的

氛围都日渐淡薄，人与人之间也日趋冷漠，今年过年我

会很寂寞的”；学生乙说：“过年人们只追求热闹，只

问经济，讲究攀比，忘掉了过年的文化内涵”……此时，

笔者既注意教育价值的挖掘，又调动学生情绪，活跃课

堂气氛；并及时把学生的思想聚集起来，在学生中去集

波成浪，师生共同推动课堂前进。 
此外，互动教学的有效性必须与教学内容和目标相

匹配，不能为了互动而互动；互动要与重点、难点相联

系，不能时时处处都互动，要留有学生反思的时间和空

间；互动的形式必须是与课堂相适应的，师生能够真正

参与的活动。 

只有让学生自己“生产”知识，使知识融入生命，

学生才会感知知识是有生命的；只有让学生在课堂中煽

发灵性与热情，课堂才能成为学生最依恋的地方；只有

让学生的求知欲和参与探究的精神得到张扬和发挥，课

堂才能成为一种引力巨大的学习场。课堂教学舞台的合

适搭建，思想品德的互动教学就会展现无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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