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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究与分享”栏目作为新版教材中数量占比最多的一类辅助文，是道德与法

治课教学的重要课程资源。在新中考改革背景之下，道德与法治考题更加关注学生

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与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而“探究与分享”栏目的设置恰与新中

考考察的目标相吻合，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然而就当前学术界对该栏目的研究来

看，研究者对该栏目的研究更多是理论经验层面的总结，其实践性、针对性、可操

作性不够强。因此，有必要对“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教学应用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

进而助力该栏目教学提质增效。 

本文旨在以八年级《道德与法治》教材及八年级师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

析、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对《道德与法治》教材中的“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教

学应用进行研究。首先，本文在对国内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探究与分

享”栏目的内涵、编排情况及应用价值进行了相应的阐述；其次，通过借助问卷调

查与访谈的数据资料总结归纳出了“探究与分享”栏目在课堂教学应用中取得的成

效、存在的不足，并对存在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其中取得的成效主要表现为：

师生大都对栏目认同度较高、学生参与活动后的收获较大；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教师对栏目素材择取不精、教师对活动过程导向不明、教师对栏目运用场域单一、

教师对运用方式创新不足、教师对栏目运用评价欠妥；存在不足的原因主要表现为：

教师受传统教育理念影响、教师教学能力存在一定欠缺、教师受教学时间及教学任

务的制约。最后针对“探究与分享”栏目在课堂教学应用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一对

一的优化策略，主要包括优化“探究与分享”素材的选择开发、加强“探究与分享”

过程的引导优化、创新“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教学方式、拓展“探究与分享”栏目

的运用场域、完善“探究与分享”活动的评价机制这五个方面。 

 

关键词  初中《道德与法治》；“探究与分享”栏目；优化策略 

 

 

 



ABSTRACT 

 

As a kind of auxiliary text with the largest proportion in the new edition of textbooks, 

the column of " inquiry and sharing " is an important curriculum resource for the teaching 

of Tao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of the new senior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moral and rule of law examination questions pay more attention to students 

'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phenomena and the solution of practical problems, and the setting 

of the ' inquiry and sharing ' column coincides with the goal of the new senior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its importance is self-evident. However, as far as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this column is concerned, the researchers ' research on this column is 

more a summary of theoretical experience, and its practicality, pertinence and operability 

are not strong enough.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more in-depth study on the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the ' inquiry and sharing ' column,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teaching of the colum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the column of " inquiry 

and sharing " in the textbook of "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taking the textbook of "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 in 

grade 8 and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grade 8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First of all,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research,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arrangement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column of ' inquiry and sharing '. 

Secondly, through the data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application of ' inquiry and sharing ' column i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shortcomings. The main achievements 

are as follows : most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ve a high 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the 

column, and the students have a greater harvest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ies ; the main 

shortcomings are as follows : teachers ' poor selection of column materials, teachers ' unclear 

orientation of activity process, teachers ' single field of column application, teachers ' lack 

of innovation in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teachers ' improper evaluation of column 

application.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shortcomings are as follows : teachers are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concepts, teachers ' teaching ability is lacking, and teachers are 

restricted by teaching time and teaching tasks. Finally, aiming a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application of ' inquiry and sharing ' column in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one-to-on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mainly including optimizing the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 inquiry and sharing ' materials,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and 

optimization of ' inquiry and sharing ' process,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 inquiry 

and sharing ' column,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field of ' inquiry and sharing ' column,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 inquiry and sharing ' activities. 

 

Keywords: Middle school 'Ethics and Rule of Law'; "Inquiry and Sharing" column; 

Optimization strategy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着力使得学校德育适应时代发展，

适应青少年成长成才之需并最终立足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2012 年教育部

开始组织专家开展义务教育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编写工作，到 2016年教育部

办公厅发布《关于 2016 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指出:要从 2016 年

起将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思想品德》教材名称统一更改为《道德与法治》，并要

求全国开始做好使用新编修订部编版教材《道德与法治》进行授课的准备。2017 年

秋季新教材《道德与法治》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投入七年级教学使用，成为对初

中生进行学校德育的主要载体，到 2019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统编教材全面覆盖，时

至今日已有 7 年。与旧版教材相比，新版教材在内容、形式及编排上都进了不同程

度的调整与修改，其中本研究所关注的主题“探究与分享”栏目是教材中一个新增

加的亮点专栏，也是课堂德育的关键课程资源。对初中《道德与法治》“探究与分

享”栏目进行深入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缘由： 

（一）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要求 

2022 年版新课标中对道德与法治课的课程理念及实施作出了更加清晰与全面的

表述：“突出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并以学生逐渐拓展的生活和交往范围为依

据，以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前提构建课程，更加注重教师价值引导和学生主体

建构的和谐统一，要求教师要充分利用多样化的学习情境，鼓励学生进行探究、讨

论，并引导学生开展相应的学科实践探究和体验活动。”①““探究与分享”栏目通过

设置多样化的贴合学生生活及社会生活的情境探究问题及各种探究活动，旨在激发

学生参与积极性，使学生乐于探究、善于合作、勇于分享，为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

多样化应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载体，有利于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能在

探究、体验、交流、分享中实现对道德与法治知识的自我内化建构与其各方面能力

的提升。总之，“探究与分享”栏目的设置能够落实和实现新课程标准中课程理念

及课程实施的要求，为培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提供了方向和途径，这必然要求道德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 年版)[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与法治教师要在实际教学中高度重视对“探究与分享”栏目的应用，以发挥其最大

效能。 

（二）贯彻落实新课改的需要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一文中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

积极互动、共同发展，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

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

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①部编版《道德与法治》教材的修订与使用是有效推进课

程改革的重要影响因子，其内部的“探究与分享”栏目作为辅助文中的主体部分，

其教学应用正好符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一方面“探究与分享”栏目多以

“情境+问题”的形式展示，通过教师引导有利于帮助学生实现自主、合作与探究

学习，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合作探究能力，最终实

现对教材知识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探究与分享”栏目涉及的情景紧密结合学

生现实生活，内涵丰富，开辟了道德与法治课堂与课外教学的新道路，不但能提高

教学趣味性，还能深化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助力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更好参与社会

实践。 

（三）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 

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资。德是人成长成才的根基，是一个人最高尚的品质。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②由此可知，党和国家在人才培养上对德行是非常重

视的。此外，我们正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的国际环境、激烈的国际竞

争、多元的文化背景，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都对人的思想认知、道德水准以及

个人综合素养等提出了时代化的全新要求。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

穗期”，是其成长过程中伦理道德品质及综合素质全面提升的关键阶段，最需要精

心引导与栽培，这些需求都对学校德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材中“探究与分享”栏目是除正文以外的占比最多的辅助文，发挥着丰盈充

① 中国人民共国教育部.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M]. 教育部, 2001. 

②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实教材正文内容的作用，极具育人价值。该栏目的设置在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

基础上，从实际出发通过创设贴合学生生活的问题情境，旨在激发学生成长动机，

使其在对不同的案例情境进行探究与分享的过程中启发思维，进而理解相对应的知

识，从而实现对个人知识的内部建构，以促进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活动中能够运用所

学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助力学生内化学科

“探究与分享”栏目的育人价值，促进学生精神世界的充实，符合学生成长成才的

需要。 

综上所述，教师如果能在课堂教学中用好该栏目，对于学生道德品质及综合素

质提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该栏目的优化应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传统教学偏

重教师灌输知识而忽视学生参与体验的现象，不仅能够为学生学习道德与法治课提

供乐趣，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能帮助学生在探究与分享的活动当中深化对正

文知识的内化，丰富课堂内涵，提升课堂效果，进而有效实现对学生道德品质及学

科核心素养的培育。在课堂中优化应用“探究与分享”栏目与党和国家教育方针、

新课标、课改理念、学生成长需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符合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对其开展深入研究，发挥其在学生成长和教学工作中的重要

作用。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来说：一方面，通过本研究能够进一步弥补当下学术界对“探究

与分享”栏目研究不足的现状，充实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内容研究的相关理

论，为一线教师深入认识和理解《道德与法治》教材“探究与分享”栏目提供一定

的参考，同时也能引起一线教师和学者们对“探究与分享”这一栏目的重视，为初

中道德与法治教师有效选择、开发和利用这一栏目进行课堂教学活动提供有效的理

论参考，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其打破思维定式进而形成栏目教学新思路。另一方面，

本研究也有助于促进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丰富和优化“探

究与分享” 栏目的教学策略，使“探究与分享”栏目在实际教学中真正做到物尽其

用。  



（二）实践意义 

从实践意义上来说：一方面，本研究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道德与法治教师在

“探究与分享”栏目教学实践上存在的误区，为其对标自身，反思不足，改进“探

究与分享”栏目的教学实践提供一些有价值且可行的参考方案；与此同时，一线道

德与法治教师在对该栏目教学策略进行相应调整优化并将之作用于受教育者后，也

对于学生在栏目参与的活动中内化道德与法治课程价值、提升其学科核心素养，实

现课程培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本研究提出的针对“探究与分享”栏目

的优化策略如能在真实的教学实践中进行对标改进并且运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提

升道德与法治课教师运用“探究与分享”栏目进行教学的能力与水平，助力一线教

师开展“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大限度优化“探究与分

享”栏目教学的育人实效，提升“探究与分享”栏目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三、研究现状 

《道德与法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义务教育阶段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

材。笔者通过在中国知网查阅大量与研究主题高度相关的文献资料后了解到：当前

国外并没有关于《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研究，因此更谈不上对其教材辅助文“探究

与分享”栏目的研究。所以下面仅就已查阅到的国内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具体来

看，当前国内研究者们对《道德与法治》“探究与分享”栏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探究与分享”栏目的分析研究 

第一，在栏目类型方面。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探究与分享”栏目的

类型进行了细分，有的从宏观上进行划分，有的则从微观上进行划分。其中刘东林

从宏观上将初中《道德与法治》“探究与分享”栏目分为“体验反思型、思维拓展

型、情境讨论型和行为导向型”①四种类型。而杨映、胡邦霞和黄梦溢则提出了不同

的看法，虽然他们都将栏目类型分成了四类，但是具体类型又有所差别，其中杨映

认为“从设计类型看，‘探究与分享’栏目可以划分为思维拓展类、情境探讨类、

完善信息类和行动导向类。”②“而胡邦霞和黄梦溢则将“‘探究与分享’栏目分为经

① 刘东林. “探究与分享”活动的设计与开展[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20(09): 37-39. 

② 杨映. 初中《道德与法治》“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教学运用策略研究 [J]. 考试周刊, 2021(23): 94-96. 



验感受类、观点思辨类、行动导向类、综合类。”①“相比之下，建建国则是对“探究

与分享”栏目从微观上进行了分类，即对栏目下设的问题类型进行了细分。他认为 

“该栏目的活动要求主要是通过问题的形式呈现的，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四种类型，

分别为启发式问题、质疑式问题、总结式问题和拓展式问题。”② 

第二，在栏目特点研究方面。不同的学者对“探究与分享”栏目的特点有着不

同的看法。李爱杰按照“探究与分享”栏目呈现的不同形式对其特点进行了说明，

指出“‘探究与分享’栏目的特点即通过读图或材料分析、填空辨析以及小组活动

的形式来促使学生在活动中构建知识体系。”③“李坚和和碧媛认认为“‘探究与分

享’栏目紧扣课标与学生实际生活，内容丰富多样，具有参与性、针对性、过程性

以及实践性的特点。”④“丽清清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该栏目具有探究性、主体

性、思想性和开放性的特点。”⑤ 

总的来看，目前学者们对“探究与分享”栏目的内容分析主要集中于类型及特

点两方面，而且从以上梳理可以发现在类型的归纳上，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探究与

分享”栏目呈现的整体维度进行分类的，且大致都被分为 4 类。但是学者们并没有

根据栏目情境及问题的不同进行细分，相对来说当前已有研究成果是比较笼统的，

还不够细致。因此笔者认为在对“探究与分享”栏目的类型划分上还有待进一步细

化完善，比如可以根据栏目情境材料的特征及问题设计的特点进行二级分类。而在

特点分析上，学者们的分析虽然各有千秋，但是都体现了学者们对“探究与分享”

栏目内在价值的深刻认识；此外鉴于当前学者在此领域研究的现状，笔者认为还可

以从栏目的数量、布局等方面进行内容分析，以便进一步完善对“探究与分享”栏

目的文本研究，为一线教师全面认识与理解该栏目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二）关于“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教学价值研究 

李坚和和碧媛认认为 “‘探究与分享’栏目的合理应用不仅有助于学生各方面

能力的协调发展而且还可以实现对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⑥“李爱杰认为“‘探

究与分享’栏目可以让学生在探究与分享的活动中学会思考探究和展示分享，最终

① 胡邦霞, 黄梦溢. 活用《探究与分享》 培育学生关键能力[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1(10): 8-10. 

② 建建国. 例谈《探究与分享》栏目的使用[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0(40): 10-12. 

③ 李爱杰. 部编教材主要栏目特点及教学策略[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8(26): 55. 

④ 李坚和, 碧媛认. 特色栏目巧搭建 诱思探究齐分享——对《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下册《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思

考[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9(32): 16-18. 

⑤ 丽清清. 试析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中“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有效运用 [J]. 名师在线, 2023(15):  63-65. 

⑥ 李坚和, 碧媛认. 特色栏目巧搭建  诱思探究齐分享——对《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下册《探究与分享》栏目的

思考[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9(32): 16-18. 



达到会在现实中应用的效果。”①建建国认为“‘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有效利用能够发

展学生思维、引领学生成长，培育学科素养并最终实现学科三维目标发展的协调统

一。”②“萍认认为“‘探究与分享’栏目是落实学科问题的统领载体，是促进学生进

行深度思维的品质保障，是引领学生实现转知为智的有效路径，更是培育学生学科

核心素养的精神养分。”③“胡邦霞和黄梦溢指出“通过组织‘探究与分享’栏目活动

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并且还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合作创新能力及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升。”④“此外还认为不同类型的“探究与分享”栏目其价

值也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其最终的指向都是学科核心素养的完善。 

总的来看，当前学者们关于“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教学价值研究是比较丰富

的，而且学者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都认为“探究与分享”栏目的应用对于培育

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提升各种能力及促进思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有必要加强

对“探究与分享”栏目的分析和课堂应用研究。 

（三）关于“探究与分享”栏目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杨映在其文章中分别对“探究与分享”栏目在教材设置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教师

在教学中使用该栏目时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说明：认为在“‘探究与分享’栏目

设置上存在数量设置过多，缺乏整体性内容设置与教学主体缺乏匹配度，缺乏主题

性；栏目设置差异较大，深度缺乏分级三种问题；认为教师在‘探究与分享’栏目

的应用中存在栏目数量取舍上缺乏专业指导、课堂组织中缺乏程序指导、运用方式

缺乏创新指导、效果评价激励不足的问题。”⑤“胡邦霞和黄梦溢在其文章中提到一线

教师在“探究与分享”栏目的现实运用中经常会出现“忽视学情不加选择、栏目问

题设问难度与学生认知水平不一致”⑥“这两个问题。淑芬认认为《道德与法治》教

材“探究与分享”栏目的使用“存在照搬照抄和武断弃用现象，而且由于统编教材

具有稳定性与统一性特点，无法做到一一兼顾各地学情需要，栏目内容还存在不太

贴近学生生活，时政素材远远滞后的问题。”⑦ 

总的来看，研究者们对“探究与分享”栏目在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主要

① 李爱杰. 部编教材主要栏目特点及教学策略[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8(26): 55. 

② 建建国. 例谈《探究与分享》栏目的使用[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0(40): 10-12. 

③ 萍认. “探究与分享”的教学价值[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19(07): 31-33. 

④ 胡邦霞, 黄梦溢. 活用《探究与分享》  培育学生关键能力[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1(10): 8-10. 

⑤ 杨映. 初中《道德与法治》“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教学运用策略研究 [J]. 考试周刊, 2021(23):  94-96. 

⑥ 胡邦霞, 黄梦溢. 活用《探究与分享》 培育学生关键能力[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1(10): 8-10. 

⑦ 淑芬认. 《探究与分享》栏目的多样态处理[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2(46): 14-16. 



是从栏目本身设置及教师实际使用情况两个方面进行梳理的，但是栏目本身的设置

是经过专家把关，国家批准的，其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栏目本身

并不是影响其课堂应用效果的关键，教师才是影响栏目教学效果的最关键因素。从

栏目选择到教学设计再到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环节以及对于学生主动性积极性的调

动来看，这无不体现了对教师的考验。栏目用的好不好关键在教师，因此在对栏目

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时可以主要从教师层面着手进行系统全面地分析。 

（四）关于“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教学应用研究 

刘东林依据“探究与分享”活动的不同类型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应用建议，他认

为“在利用‘探究与分享’栏目开展体验反思型活动时教师要引导学生与其生活经

验展开对话并实现知识迁移；在开展‘思维拓展型’活动时强调教师应充分发扬民

主，鼓励学生进行思维对对碰；在开展‘情境讨论型’活动时要求教师做到以情感

人、以理服人最终达到情理导行的效果；在开展‘行为导向型’活动时要着眼学生

社会实践，以此锻炼学生实践能力。”①“李坚和和碧媛认从“四对关系”入手，认为

“要活用栏目内容，发挥栏目功能必须正确处理好情境与问题、教师主导与学生主

体、栏目与正文以及守正与创新的关系”。②“李爱杰针对教师如何组织“探究与分

享”活动，提出“合作讨论、探究分享、归纳展示、点拨解读等具体应用策略，其

中强调在内容简单的‘探究与分享’活动中可不进行小组合作讨论。”③“建建国则认

为“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活动设计是比较广泛的，而且其内容都有一定的指向性，

因此要发挥该栏目的最大教学效能，“教师首先必须通过多视角分析栏目活动的问

题设计思路、应用价值、实施路径等准确把握立意、领会栏目活动的设计意图；其

次要和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问题的类型，通过搭建问题链脚手架帮助学生建构学

习逻辑；最后教师要立足活动设计，通过变通问题、合并问题和拓展问题的方式实

现栏目问题的创造性运用。”④“谢宇认认为“‘探究与分享’栏目在教材中一一都都

涉及较多不可能一一开展，所有他要求教师要基于课标与学情有选择地创设探究与

分享的多样化场域，比如可以创设‘发现厂’、‘分享厂’、‘培育厂’、‘行动厂’分

别用于学生的前置预习、课堂探究与分享、作业测评以及课后实践，如此一来可以

① 刘东林. “探究与分享”活动的设计与开展[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20(09): 37-39. 

② 李坚和, 碧媛认. 特色栏目巧搭建 诱思探究齐分享——对《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下册《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思

考[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9(32): 16-18. 

③ 李爱杰. 部编教材主要栏目特点及教学策略[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8(26): 55. 

④ 建建国. 例谈《探究与分享》栏目的使用[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0(40): 10-12. 



有效提升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知识的掌握深度及其对思想价值的领悟深度。”①“胡霞和

黄梦溢认为“‘探究与分享’栏目是教材知识的辅助，处于非主要地位，一方面在

教学中要把握好栏目知识化和非知识化的度。另一方面要求教师要摆正主导与主体

的关系，严格依据教学实际情况对栏目内容进行适当地删减改增，在开展活动解决

实际问题来提升学生的各种能力。”② 

总的来看，当前研究者们对“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教学应用研究成果丰富，其

策略的提出主要是围绕教师的教学准备、教学过程的开展及教学方式的改进等方面

进行展开论述的，都聚焦发挥“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最大价值。但是就现实情况而

言，研究者们策略的提出大都是理论经验层面的总结分析，实证研究很少，并没有

结合一线教学实际进行针对性分析，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这也就导致策略的提出是

比较空泛的，其实际应用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这一点有待改进。因此针对该

领域研究现状，可以通过运用调查、访谈等更为客观的研究方法，深入一线进行实

地调研，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相关的研究数据，以切实反映该栏目在一线教学使用中

存在的系列不足，并提出针对性、可行性策略，突破已有研究方法单一的局限。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文旨在以八年级《道德与法治》教材及八年级师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

析、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对《道德与法治》教材中的“探究与分享”栏目的课

堂教学应用进行研究。首先将对“探究与分享”栏目的相关内容进行概述，主要涉

及概念界定、编排情况分析及应用价值分析，以便于一线道德与法治教师对“探究

与分享”栏目有一个更加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之后将结合教材分析成果与前人研究

成果设置合适的调查问卷与访谈提纲，并利用教育实习这个时间到一线进行调研，

开展问卷调查及访谈，根据实际调查情况，总结“探究与分享”栏目在实际课堂运

用中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不足，并针对存在的不足剖析原因；最后根据存在的不足

提出一对一的优化策略，以为一线教师反思改进其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最大程度

实现“探究与分享”栏目在道德与法治课上的优化应用。 

① 谢宇认. “探究与分享”的场域运用[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23(02): 47-49. 

② 胡邦霞, 黄梦溢. 活用《探究与分享》  培育学生关键能力[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1(10): 8-10. 



（二）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为了全面系统地实现对本选题的深入研究，会充分依托中国知网、维普、万方

等权威数据库查找与本课题高度相关的著作、期刊及学位论文，同时也会对初中八

年级教材、2022 版新课标以及国家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进行认真阅读、分析、鉴

别、整理及归纳，由此来了解当前学术界对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探究与分

享”栏目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为论文的撰写提供和实可靠的重要参考和理论依

据。 

2.问卷调查法 

在对八年级《道德与法治》“探究与分享”栏目进行教材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前

人相关研究拟制调查问卷，以教育实习期间接触的学生为主要调研对象来展开问卷

调查，通过从学生的角度进行调查来了解教师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中对“探究与分

享”栏目的真实教学状况，以为后续的分析提供真实有力的数据支撑，提升文章的

参考价值。 

3.访谈法 

在对八年级《道德与法治》“探究与分享”栏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相

关研究拟制对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的访谈提纲，通过在教育实习期间对道德与法治

教师进行亲自访谈来进一步深入了解道德与法治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探究与分

享”栏目的真实应用情况，与问卷调查相互补充为本文要写到的应用现状分析提供

事实依据。 

五、创新之处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探究与分享”栏目这一内容的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在对

“探究与分享”栏目进行文本分析尤其是对其编排情况进行分析时还不够细化全

面，并没有就教材中的某个“探究与分享”栏目或几个“探究与分享”栏目进行实

实在在的具体解读；此外，学者们在策略的提出方面其更多是关于理论经验层面的

总结分析，实证研究很少，并没有结合一线教学实际进行针对性分析，研究方法比

较单一，这也就导致策略的提出是比较空泛的，其实际应用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不



强。基于此，本文以八年级《道德与法治》教材中的“探究与分享”栏目为例，较

为全面的阐释了“探究与分享”栏目的内涵、编排情况及教学价值，尤其是对“探

究与分享”栏目的编排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且还辅之以教材中的“探究与分

享”栏目进行了具体解读，相对来说能够弥补学术界对此部分研究不足的现状，丰

富与细化了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为道德与法治教师深度认识该栏目奠定了理论基

础，这是本研究的创新点之一。此外，本文从学生和教师两个视角出发进行问卷调

查与访谈，研究方法较为多元，由此总结出调查结果，并主要从 “探究与分享”栏

目在教学应用中存在的不足入手为其匹配了一对一切实可行的优化策略，不仅具有

较强的针对性而且可操作性也比较强 ，能够为一线教师对标自身，优化栏目教学提

供一定的借鉴，能够弥补当前学术界对此部分研究空泛的不足，这是本研究的创新

点之二。 

 



第二章  “探究与分享”栏目概述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中设置的“探究与分享”栏目是旨在培养学生道德

与法律素养的重要“脚手架”，是帮助学生实现从掌握知识到内化为道德与法治学

科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在整本教材中居于重要位置。因此为了更深入、多维地把

握该栏目，有必要对“探究与分享”栏目的相关内容进行系统梳理。 

一、“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概念界定 

（一）“探究与分享”的内涵 

“探究”一词出自唐朝元行冲《释疑论》中的：“康成於窜伏之中，理纷挐之

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谋”。《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对“探究”一词的解释为：

探索研究、探寻追究。①“美国著名学学家尔斯认认为“‘探究’是摆怀疑疑状态从而

达到确定信念的一种努力。”②“美国教育家威威则批判承承了尔斯认的观点并进行了

自由转述，认为“‘探究’是将不确定情境转变为确定情境的认知活动，不确定情

境是探究认知展开的疑疑起点，确定情境的获得是探究认知的终点和目标。”③“此外

美国国家科学院于 1996年发布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中也非常强调探究，并将其

定义为是一种多侧面的活动，包括运用思维去观察、假设、提问、设计、验证等活

动。分享，出自清朝黄六鸿所著《福惠全书·杂课·牙税》中的“与该房分享其

利”。④“《现代汉语词典》对“分享”一词的解释为与他人一同分着享受，这种分享

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⑤“我国研究者斌认认为““‘分享’是基于合作性学习

的思考，在探究及成果形成过程中与他人主动交流，激发思维的活动。”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探究与分享”就是指在道德与法治

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下，学习主体以“情境+问题”为导向，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法

通过自主或合作观察、假设、提问、设计、验证等方式进行反复深入思维，进而能

够构建出对某问题或某现象的看法及意义，将不确定的问题情境转化为确定问题情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  第 1271 页. 

② Houser N. & Kloesel C. The Essential Peirce 1[M].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998: 114. 

③ 王家乾,  丽慧. 论威威“探究”概念对“知识旁观者理论”的改造[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2(09): 26-31. 

④ 黄六鸿. 福惠全书[M]. 江苏扬州: 江苏广陵书社,  2018: 265.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  第 383 页. 

⑥ 斌认. “探究与分享”: 问题驱动的初中思政课教学思路探析[J]. 现代教学,  2019(24): 37-39. 



境的学习认知活动，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学生能够在课上自

觉自愿分享知识经验、表达观点看法、交流内心感受，并能从中有所收获，实现共

识、共享、共进。从学生角度来看，“探究与分享”的过程就是个体思想输出的过

程，通过探究与分享能折射出学生对于知识的内化程度并能有效汇聚不同的观点看

法，实现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从教师的角度看，“探究与分享”意味着教师对于

尊重差异、尊重学生主体性、打造民主平等人际关系的倡导。 

（二）“探究与分享”栏目的内涵 

“探究与分享”栏目是由国家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道德与法治》教材的有机组

成部分，是用以辅助正文学习的一个主要小栏目，也是贯穿一都、一课、一目的一

个主体活动栏目。它是辅助学生理解正文、开展“探究活动”与“分享活动”的书

面教学载体；是为助力教学目标达成而搭建的一个引导学生思考、探索、碰撞、分

享的活动“脚手架”；也是一种立足课堂生成、聚焦核心素养的活动型栏目。其在

教材中直观地表现为在左上角写有“探究与分享”字样，以仿宋体编排并以蓝色虚

线都来呈现特定主题内容，以衔接教材文本的辅助文部分。它不仅为生本、师生、

生生进行探讨与对话提供了重要议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道德修养和法治

素养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该栏目结合了“探究式教学”与“分享式教学”的优

势，通过呈现与学生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开放性的实际情境与实际问题来揭示矛盾，

旨在引导学生利用自身经验及知识直面生活中的困难及疑惑，通过探究与分享实现

思维碰撞及信息共享。教师通过在课堂教学中运用“探究与分享”栏目，不仅能够

让学生在发散思维的同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也能够让学生

在分享交流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对于帮助学生在课堂中完善主体性道德认知、升

华情感体验、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及道德与法治学科表达力具有重要意义,其最终目的

就是让学生能在栏目学习中理解正文知识点，助力学生学会运用已有知识经验来解

决栏目情境问题，进而达成实现培养学生道德与法治学科核心素养的目标。 

二、“探究与分享”栏目在教材中的编排情况分析 

（一）数量分析 

“探究与分享”栏目是《道德与法治》教材六大栏目中最主要的辅助性小栏

目。为了深入了解“探究与分享”栏目，提高研究的实效性，笔者认真研读了八年



级教材，并对各类型栏目数量进行了统计，其中就本研究主题“探究与分享”栏目

的数量及分布还进行了细化梳理，绘制成了如下表格（详见表 2.1 和表 2.2）。 

表 2.1 各类型栏目数量分布表（单位：个） 

 栏目类型 数量 

八年级（上） 

运用你的经验 22 

探究与分享 71 

相关链接 38 

阅读感悟 17 

拓展空间 22 

八年级（下） 

运用你的经验 20 

探究与分享 88 

相关链接 17 

阅读感悟 26 

拓展空间 20 

 

表 2.2 “探究与分享”栏目数量分布表（单位：个） 

 
单元 课 都 

栏目

数量 

八年级

（上） 

走进社会生活 

（13） 

丰富的社会生活 

（4） 

我与社会 2 

在社会中成长 2 

网络生活新空间 

（9） 

网络改变世界 6 

合理利用网络 3 

遵守社会规则

（28） 

社会生活离不开规则

（8） 

维护秩序 2 

遵守规则 6 

社会生活讲道德 

（11） 

尊重他人 4 

以礼待人 3 

诚实守信 4 

做守法的公民 

（9） 

法不可为 3 

预防犯罪 3 

善用法律 3 

勇担社会责任

（14） 

责任人与角色同在 

（7） 

我对谁负责  

谁对我负责 
5 

做负责任的人 2 

积极奉献社会 

（7） 

关爱他人 4 

服务社会 3 

维护国家利益 

（16） 

国际利益至上 

（7） 

国家好 大家才会好 3 

和持国家利益至上 4 

树立总体国家安全 

（4） 

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 2 

维护国家安全 2 

建设美好祖国 关心国家发展 2 



（5）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3 

八年级（上）栏目合计 71 

 

八年级

（下） 

和持宪法至上

（18） 

维护宪法权威 

（9） 

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

的统一 
5 

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4 

保障宪法实施 

（9） 

和持依宪治国 4 

加强宪法监督 5 

理解权利义务

（22） 

公民权利 

（10） 

公民基本权利 6 

依法行使权利 4 

公民义务 

（12） 

公民基本义务 6 

依法履行义务 6 

人民当家作主

（31） 

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12） 

根本政治制度 3 

基本政治制度 5 

基本经济制度 4 

我国国家机构 

（19） 

国家权力机关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2 

国家行政机关 6 

国家监察机关 5 

国家司法机关 2 

崇尚法治精神

（17） 

尊重自由平等 

（7） 

自由平等的真谛 4 

自由平等的追求 3 

维护公平正义 

（10） 

公平正义的价值 6 

公平正义的守护 4 

八年级（下）栏目合计 88 

通过表中数据（详见表 2.1 和表 2.2）统计可以发现，在统编版八年级《道德与

法治》教材八个单元十八课四十二个都题中，“探究与分享”栏目总计有 159个，数

量相当之多。其中在八年级上册教材中共有 71 个，在八年级下册教材中共有 88

个，从数量上来说明显比其他栏目多，也凸显了“探究与分享”栏目才是各小栏目

中辅助教学活动的主体内容。 

从表中也可以看出“探究与分享”栏目全面覆盖了八年级教材的一一单元、一

一都、一一课。从单元来看，一一单元最多有 31 个，最少有 13 个；从教材都题来

看，一一都题该栏目最多有 6 个，最少有 2 个，平均一课至少有 4 个；从教材中的

一一课来看，平均一课都有 2 个到 6 个不等的该栏目。“探究与分享”栏目数量上的

差异，是因为“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数量的多少与重难点内容有着密切关系。为了

帮助学生突破重难点、加深学生情感体验，一般重点单元栏目数量设计较多。比如

在八年级（下）“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单元设置的“探究与分享”栏目数量最多，

达到 31个，这是因为这一单元内容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及国家机构，是对之



前“宪法至上”和“理解权利与义务”这两个单元内容的延续与深化，相对来说内

容较多且更为抽象，学生学习起来难度更大，而本单元立足的学科核心素养是培育

学生政治认同和价值引领，对于打好学生制度自信的底色具有深远意义，因此在本

单元设立了较多的“探究与分享”栏目，目的就是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提

升教学的实效性。 

（二）布局分析 

以八年级教材为依托，通过对教材的分析可知：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中各

单元的设置都是由相对固定的四大模块构成的，分别是单元、课、都和目。一个单

元及其下属的课、都、目的的结构安排大体一致，表现为：单元——单元标题——

单元导语——课——课标题——课前导言——都——运用你的经验——目——正文

—探究与分享——其他栏目穿插正文——拓展空间。由此可见教材一一都都包含具

有相对固定的 3 种类型的小栏目，分别是“运用你的经验”、“探究与分享”和“拓

展空间”，其布局安排主要以一条引领生活经验的线索来展开：首先是以“运用你

的经验”栏目为教学的切入点；随后在正文中穿插“探究与分享”栏目作为关键教

学点；最后以“拓展空间”为落脚点。”由此可以知道，“探究与分享”栏目在一都

的布局是相对固定的，即位于“运用你的经验”栏目之后，“拓展空间”栏目之

前，并贯穿于正文之间。 

但是具体从与一一目正文的位置关系来看，“探究与分享”栏目在一一目中的

位置又是不固定的，因此其作用也有所区别。通过教材分析发现：有的“探究与分

享”栏目位于一一目正文内容之前，旨在激发学生探究欲望，通过探索交流进而引

出并辅助学生理解正文知识内容；有的位于正文与正文中间，这种布局起着承上启

下的作用，它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于上文知识的认识，而且还能够引导学生在探究

的同时拓展思维进而能够自己推导出下文要学习的知识；有的则位于正文内容之

后，一方面是为了帮助学生进一步对知识进行发散和拓展，另一方面是为了帮助学

生在巩固所学、应用所学的同时，促进学生内化完善知识体系。总之“探究与分

享”栏目不管是位于正文之前、正文之后，还是正文中间，其最终的目的都是通过

引导学生主动探索自我成长和社会发展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在积极探究与思考当

中锻炼思维、提升学习能力，在合作与分享当中扩展生活经验、增加知识储备。 



（三）类型分析 

“探究与分享”栏目是由情境材料及问题两个要素所构成的，因此笔者认为对

该栏目的划分也可以从这两个维度来进行。一方面，如果从情境材料呈现的维度来

划分的话，“探究与分享”栏目可以分为图片呈现型、图文结合型、文字材料型和

信息填充型四类；另一方面如果从栏目问题设计的维度划分的话，“探究与分享”

栏目则可以分为感受启发类、举例说明类、辨析评价类和综合分析类四种。而不同

类型的“探究与分享”栏目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充盈教材内涵，助力学生理

解正文。下面笔者将会就不同维度不同类型的“探究与分享”栏目进行一一论述并

辅以八年级教材栏目配合分析理解。 

1. 从情境材料呈现的维度划分 

（1）图片呈现型 

图片呈现型的“探究与分享”栏目，一般采用一张或多张图片式来体现特定正

文知识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图片有的是纯图片，有的则是伴有简短文字说明的

图片，而且图片内容多以生动形象的漫画进行展示，相对文字来说更加直观、形

象、明了，能够引起学生探究的兴趣。 

如图 2.1 就是典型的图片呈现型“探究与分享”栏目。该栏目在展示“权利与

义务的关系是什么”这个知识点后，直接呈现了如下的漫画，供学生开展探究与分

享的活动。通过分析可知，该栏目通过挑担子的漫画展示了一个人对待权利与义务

的两种不同态度及后果。由于学生在之前已经初步认识和理解了“公民既是权利的

享有者又是义务的承担者”这一知识点，所以学生经过看图分析及讨论交流后就可

以较为容易地得出“任何人都不能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也不能只承担义务而

不享受权利，这两种做法都是行不通的，应该和持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这一结论。

因此这种图片呈现型的“探究与分享”栏目不仅生动直观而且暗含道理，是辅助理

解知识点的重要补充。 



 

图 2.1 

（2）图文结合型 

图文结合型“探究与分享”栏目主要是通过图片和文字相嵌套的方式呈现的，

是教材中分布数量最多的一类。究其原因，一方面图片的补充会使得栏目形象化、

直观化，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不至于让学生乏味；另一方面这里的图片本身就是

相应文字材料内容的形象再现，图文的巧妙配合能使学生快速融入到情境当中，强

化其心理体验。除此之外，文字材料辅以图片还能拓展学生的思维，为学生联想迁

移插上腾飞的翅膀，以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如图 2.2 就是典型的图文结合型“探究与分享”栏目。该栏目为了让学生更加

直观地认识到在救灾过程中消防员、医护人员等承担的责任，分别通过文字材料和

图片配合进行了呈现，以此来促使学生对文字材料形成画面，帮助学生在真实的情

境体验中感悟消防员、医护人员、政府工作人员等的不同角色责任，从而归纳出栏

目问题的答案。此外通过栏目对几个角色责任的列举，也能帮助学生延升思维，从

对他人角色责任的认知转化到自身，明晰自己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在扮演不同的角

色当中应该承担不同的责任。 



 

图 2.2 

（3）文字材料型 

文字材料型“探究与分享”栏目即整个内容都是由一段或者多段与课题知识相

契合的纯文字形式来呈现的。此种类型的“探究与分享”栏目主要通过文字来实现

情境的创设，有的是社会生活故事，有的是社会时政数据，一般都与即将要学的或

者已经学过的知识关系密切，侧重于在考查学生对材料的分析及对知识或经验运用

的同时，加深学生对正文的理解。“这种纯文字型‘探究与分享’栏目的使用对学

生阅读、思考、表达能力都是很好的锻炼。”① 

如图 2.3 就是典型的文字材料型“探究与分享”栏目。通过分析可以知道这一

段文字情境主要是以警察小郑在执勤时发生的事情为主线展开的，其设计意图是让

学生在情境中思考，在探究后分享，进而顺利引出下文即将要学到的“财产权”这

一知识点，如此一来可以有效实现栏目与正文知识点的衔接，让学生在情境的感悟

中实现对“财产权”这一知识的理解，也能够通过对“财产权”的学习进一步引出

对后续“劳动权”和“物质帮助权”这两个与“财产权”同属“社会经济与文化教

① 林巧渝. 亲历探究活动 分享思考乐趣——《经济与社会》“探究与分享”栏目分析及启示[J]. 中学政治教学参

考, 2021(37): 21-23. 



育权利”的知识点的学习中来。 

 

图 2.3 

（4）信息填充型 

信息填充型“探究与分享”栏目即通过留碧的方式让学生在已给的表格、横线

或空碧处进行补充完善，一般这类型的栏目会首先给出相应的文字提示或者范例，

有的是让学生查阅资料后进行填写，有的是让学生依照自己的经历进行填写，有的

则是让学生依据已给关键词进行续写等，其设计意图就是让学生在调动已有知识经

验的同时，对知识进行迁移和归纳。 

如图 2.4 就属于典型的信息填充型“探究与分享”栏目。该栏目以蓝、橙、粉

作为底色的表格形式进行呈现，给人逻辑清晰、一目了然之感。因为本目主要学习

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相关知识，所以该栏目首先给出提示让学生查阅我国

民族自治区的资料并完成表格。通过学生亲自查阅整理相关资料并完成自主归纳，

一方面能加深学生对民族自治区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也为学生后续学习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打下了和实的认知基础。 

 

图 2.4 



2. 从问题设计的维度划分 

（1）感受启发类 

感受启发类“探究与分享”栏目，侧重于强调引导学生结合栏目所给的情境及

已有的生活经验来分享自己对该情境的切实感受或启示，其栏目问题通常设置为

“与同学分享你的感受”或“材料对你有什么启示”或“谈谈你的收获”，一般来

说这类型的问题并没有固定标准答案，能培养学生的开放思维及创新意识，同时其

讨论的问题大多与材料内容和学生自身经历高度相关，更为注重学生的内心感悟与

体验，也有利于调动学生打开自身情感的世界，直面成长中的经历，实现对自我意

识和行动的反思。 

如图 2.5 就属于典型的感受启发类“探究与分享”栏目。材料以小方的经历为

背景，要求学生结合材料及自己的志愿服务经历谈感受和收获，意在让学生在讨论

分享中认识到服务社会不仅能体现人生价值，还能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图 2.5 

（2）举例说明类 

举例说明类“探究与分享”栏目，通常是要求学生在自己已有生活经验的基础

上，根据栏目中已经给出的示例，举出与示例相类似的例子。这类型栏目的问题有

的是以陈述句的形式表达的，有的则是以疑问句的形式表达的。通过结合自身经验

进行举例既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又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延伸教学内容。 

如图 2.6 就属于典型的举例说明类“探究与分享”栏目。该栏目首先给学生呈

现了一则引导材料介绍了物联网的含义，并且对物联网的应用进行了列举，这其实

就是栏目所给的示例，旨在引导学生结合自身经验进行举一反三，这样既能启发学

生思维又能深化学生对于网络的认识，对于后续学习网络的意义奠定了基础。 



 

图 2.6 

（3）辨析评价类 

辨析评价类的“探究与分享”栏目，通常以“漫画+人物故事”或“漫画+几个

人物争论”的形式呈现，一般会让学生结合已给的人物做法或人物观点，对其中存

在的价值冲突进行辨析与评判，同时要求学生做出相应的解释说明，其设问形式一

般是“谈谈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或“你如何/怎么看待……”。该类型栏目需要学

生根据所给情境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更侧重于培养学生明辨是非与辩

证分析的能力，同时在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取向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如图 2.7 就属于典型的辨析评价类“探究与分享”栏目。该栏目以“漫画+人物

故事”的形式，展示了马女士在候车室的经历，要求学生对马女士旁边男士的观点

发表看法，这就是典型的辨析评价类，旨在让学生在对该问题的评析当中进一步认

识到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是受社会规则的制约的，从而可以帮助学生认清自由

的本质，树立正确的自由观。 



 

图 2.7 

（4）综合分析类 

综合分析类“探究与分享”栏目，侧重于考查学生对栏目呈现的某一事件或者

某一现象的理解与分析，即通过栏目设问与情境的双向引导，让学生提取并联系已

有知识经验与材料内容，对材料信息进行分析并领会理解其中蕴含的道理。这类栏

目的设问形式多样，包括分析做法、原因、意义、影响等。综合分析类栏目既能锻

炼学生的信息提取和归纳能力，又能拓展学生思维。 

如图 2.8 就属于典型的综合分析类“探究与分享”栏目。该栏目将钱伟长的个

人事迹作为引导材料，要求学生探讨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要求学生根据所给

案例，分析钱伟长是如何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的，属于典型的就材料论

材料，主要就是考查学生的提取信息与归纳信息的能力，只要学生认真阅读即可得

出答案，比较简单。第二个问题则是对上一问题的拓展与深化，偏向学生个人的做

法，从对钱伟长个人事迹的分析转化到学生自身对于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做法的思

考，有利于促使学生进一步发散思维，明确个人的价值定位。 

 

图 2.8 



三、“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教学应用价值 

（一）有利于落实课程标准，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 

2022 版新课标指出：“《道德与法治》课要立足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以引导学

生学习和掌握道德与法律的基本规范，提升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法治素养和

人格修养为主旨，和持学科逻辑与生活逻辑统一，主题学习与学生生活结合，以学

生的真实生活为基础，增强内容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突出问题导向，引导学生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升道德判断力和理解力。”①“初中生正处于青期期，

其在社会生活中接触的事物和信息在不断地丰富，对待新事物充满好奇，具有强烈

的探索积极性，由于其认知能力还比较有限，对于简单的知识理解起来比较容易，

对教材中的某些重难点理解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困难。如果还是采用传统“灌输

式”教学的方法来进行教学的话，会造成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停留在表面，久而久之

会加深学生对教师的顺从与其学习的机械性，进而导致追问、思考、分享的主动性

丧失，而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中“探究与分享”栏目在一一目，都以典型的生

活情境、问题解决导向、教材知识构建、师生及生生对话为基本要素进行了有机整

合，将能传达教材知识的真实情境和问题于该栏目之中，形象直观，将抽象的知识

具体化，实际上实现了学科逻辑和生活逻辑的统一。“探究与分享”以栏目为活动

载体，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分享，实际上落实了课程标准的要求。同时，“‘探究

与分享’栏目为学生创设了适合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问题情境，也为学生完成学科

任务，发展核心素养提供了有效的载体。”②“在课堂教学中运用该栏目能够充分发挥

该课程资源的教学育人功能，激发学生探究的深层动机，引导学生在探究活动中进

行多层次思维创新与智慧共享，进而帮助其由最初的问题解决走向对知识理解、再

由对知识理解走向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并最终助力学生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

活，成为能有序参与公共事务、勇敢承担社会责任的公民。 

如图 2.9 的“探究与分享”栏目通过呈现我国关于“国家安全日”的背景材料

来引导学生查阅国家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完善空碧处内容，有利于让学生了解自身

履行国家安全法应尽的义务，树立责任担当意识，从而助力学生日后积极参加相关

部门组织开展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同时这一栏目在一定程度上也落实了对于学生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 年版)[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② 李坚和, 碧媛认. 特色栏目巧搭建 诱思探究齐分享——对《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下册《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思

考[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9(32): 16-18. 



公共参与素养的培养。 

 

图 2.9 

（二）有利于凸显学生主体，充分落实生本教育理念 

生本教育的深层含义是指“以生命为本，以学生为本、以生长为本，注重学生

的生命本身，以其个性来衡量教学方法，指导学生更好地去学习。”①“通的的说生本

教育就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的实践过程中，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将学生视为教学

的主体，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尊重与满足学生需要，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注重构建和谐师生关系，打造学习共同体，着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发

现学习、研究性学习的能力，从而促使其经验的生长和全面发展。《道德与法治》

教材中的“探究与分享”栏目属于供教师开展课堂活动的教学载体，其价值就在于

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保障学生的探究权与分享权，满足学生探究与分享的需要。通

过研读该栏目可以发现，“探究与分享”栏目选取的一些小故事、虚拟情境、人物

对话等大多是以学生实实在在的生活为原型的，内容大都通的易懂，符合初中生的

身心发展及生活实际，满足学生的需要，其大部分的设问都是从学生视角出发，使

① 张瑞勇. 生本教育, 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J]. 基础教育论坛, 2020(28):  67-68. 



用第二人称，立足学生本位，在课堂教学中运用该栏目，能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

和亲和力，引发学生情感共鸣，并在潜移默化中激发学生主体性的价值，由被动学

习转为主动学习，对于落实生本教育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如图 2.10 的“探究与分享”栏目展示的是“网购”的相关情境，从栏目情境设

计上符合学生认知特点及生活经验。如果道德与法治教师在课上运用学生熟悉的

“网购”这个情境，去组织学生开展探究与分享的活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促使学生结合自身经验融入到真实的“网购”情境中成为活

动的主角，主动参与到对“网购”经历及对“网购”的看法这两个问题的探究与分

享中来，这实际上就是贯彻以生为本理念的表现。 

 

图 2.10 

（三）有利于引领价值生成，促使学生做到知行合一 

“思想政治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

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①《道德与法治》作为义务教育阶段中学的专

门思政课教材，具有知识性和思想性的双重属性，其不仅承担传递知识的职能，还

具有课程育人的功能。从教材设置看，其内容主线非常明晰，始终贯穿着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理念，和持着正确的价值导向。“探究与分享”栏目作为《道德与法治》

教材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情境的创设也更加注重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践行。具体来看，“探究与分享”栏目作为一种活动型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 人民日报, 2019-03-19.   



栏目，以育人为出发点，将正确的价值观念渗透在一个一个鲜活的案例情境当中，

建立了课本知识与课外生活、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桥梁，围绕真实而有一

定挑战性的问题在课上开展活动，引导学生去深度体验、感受生活、探索问题、思

考问题，反思自我，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从长远来看，更有利于推动

学生从认知向实践转化，潜移默化将内化的思想价值外化为具体的行动，促进学生

的知行统一。 

如图 2.11 展示的“探究与分享”栏目以三个人的观点为例，让学生紧紧围绕这

三种观点进行评价，并就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这一问题谈看法。通过对这一问题

的探究，事实上能够让学生在观点辨析的过程中，认识到爱国的正确表达方式，澄

清学生思想上的误区，为学生日后的培育和践行“爱国”这个核心价值观提供正确

的导向。总之这一栏目的设置，有利于帮助学生实现思想和价值上的引领，对于促

进学生知行合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 2.11 

 

 

 

 

 



第三章  “探究与分享”栏目教学应用现状调查与分析 

众所周知，教师和学生是教学过程中的两大主体，教师是教育者，学生是受教

育者，二者角色不同，立场也就不同，因此笔者采取了学生问卷与教师访谈相结合

的方式来分别对其进行调查，最终的目的即通过学生问卷，了解教师对栏目的应用

情况并与教师访谈相互补充，从教师与学生两个视角去了解“探究与分享”栏目在

一线课堂应用中存在的共性不足，以尽可能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为后

续优化应用策略的针对性提出提供事实依据。 

本次调研是笔者在教育实习期间即 2023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正式展开

的，调查的对象为山西省太原市 A 学校的八年级学生及八年级道德与法治教师。其

中学生调查问卷共有 15 题（详见附录 1），教师访谈共有 7 个问题（详见附录 2），

主要针对师生对栏目的认同度、教师对栏目的使用情况、栏目教学应用取得的效果

等几个大的维度进行了调查。关于学生问卷部分共发放 300 份，回收问卷 300 份，

其中有效问卷 295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8.3%；教师访谈部分，主要依据访谈提

纲与六位道德与法治教师进行了相关问题的探讨与交流。通过对已回收的调研数据

及访谈记录进行梳理总结，下面笔者将对“探究与分享”栏目在当前教学应用中的

现状进行系统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该栏目在一线教学应用中取得的成效、

存在的不足以及存在不足的原因。 

一、“探究与分享”栏目在教学应用中取得的成效 

（一）师生大都对栏目认同度较高 

根据学生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详见表 3.1）：在学生问卷的第 1题：“您对《道

德与法治》教材中设置的‘探究与分享’栏目是否感兴趣？”这一问中，有 50.8%

的学生对“探究与分享”栏目非常感兴趣，有 45.4%的学生对“探究与分享”栏目

比较感兴趣，仅有 2.4%和 1.4%的学生对其不太感兴趣、不感兴趣；在第 2 题：“您

认为在课上组织开展以‘探究与分享’栏目为依托的课堂活动是否有必要？”这一

问中有46.4%的学生认为很有必有，有50.2%的学生认为有必要；仅有个别学生选择

了没必要和不知道；在第3题：“您愿意在课堂上积极主动参与教师组织的以‘探究

与分享’栏目为中心开展的活动吗？”这一问中有 47.1%的学生表示非常愿意参加



“探究与分享”活动，有 49.8%的同学比较愿意参加；仅有个别同学选择了无所谓

和不愿意。从这些数据来看，无论是学生对““探究与分享”栏目的兴趣度、对栏目

的必要性认识，还是其对栏目活动的参与意愿上，都充分表明大部分学生对该栏目

的存在及应用还是认同的。此外通过与一线教师进行访谈，也得知六位教师都认为

“探究与分享”栏目对于辅助课堂教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认为该栏目的存在对于

其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为其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学生在情境中理解正

文知识提供了感性材料，对于培养学生在情境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 

综上所述可得出结论：就调研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 他

（她）们对“探究与分享”栏目的认同度是比较高的。 

表 3.1 学生对“探究与分享”栏目的认同度 

学生问卷调查内容 选项 人数 人数百分比 

1.您对《道德与法治》教材中设置的

“探究与分享”栏目是否感兴趣？ 

A.非常感兴趣 150 50.8% 

B.比较感兴趣 134 45.4% 

C.不太感兴趣 7 2.4% 

D.不感兴趣 4 1.4% 

2.您认为在课上组织开展以“探究与

分享”栏目为依托的课堂活动是否有

必要？ 

A.很有必要 137 46.4% 

B.有必要 148 50.2% 

C.没必要 6 2.0% 

D.不知道 4 1.4% 

3.您愿意在课堂上积极主动参与教师

组织的以“探究与分享”栏目为中心

开展的活动吗？ 

A.非常愿意 139 47.1% 

B.比较愿意 147 49.8% 

C.无所谓 7 2.4% 

D.不愿意 2 0.7% 

（二）学生参与活动后的收获较大 

根据学生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详见表 3.2）：在第 15 题：“您认为在课堂上开

展以‘探究与分享’栏目为依托的活动，对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可多选）”这

一问中，有 78.6%的学生认为，在课堂上开展“探究与分享”栏目为依托的活动对

其最大的收获就是激发了对学习的兴趣；有 81.7%的学生认为其最大的收获是，通

过开展“探究与分享”栏目活动增长了知识，开拓了眼见；有 78.3%的学生认为其

最大的收获就是锻炼了能力；还有 73.2%的学生认为该栏目活动的开展，帮助其培

养了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从调研的数据来看，可以得出结论：当前学生在参与以“探究与分享”为依托

的活动后的收获是非常大的，即该栏目活动不仅能激发其学习兴趣，还能帮助其增

长知识、发展能力、塑造正确价值。 

表 3.2 学生对“探究与分享”栏目教学效果的认识情况 

学生问卷调查内容 选项 人数 人数百分比 

15.您认为在课堂上开展

以“探究与分享”栏目

为依托的活动，对您最

大的收获是什么？（可

多选） 

 

A.激发了对学习的兴趣 232 78.6% 

B.增长了知识，开拓了眼界 241 81.7% 

C.锻炼了思维、语言表达、人际

交往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31 78.3% 

D.培养了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  
216 73.2% 

二、“探究与分享”栏目在教学应用中存在的不足 

（一）教师对栏目素材择取不精 

根据学生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详见表 3.3）：在第 4题：“您认为您的道德与法

治老师在一节课中应用‘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数量如何?” 这一问中，有 41.7%学生

认为教师在一节课上应用“探究与分享”栏目的数量非常多，有 48.5%的学生认为

比较多，仅仅有 9.8%的同学认为适中；在第 5 题：“您的道德与法治老师会对一课

中的‘探究与分享’栏目进行情境与问题的整合吗？”这一问中，有 41.0%的学生

认为教师很少会对教材中的“探究与分享”栏目进行整合，另有 38.0%的同学认为

教师偶斯会做出整合；在第 6题：“您的道德与法治老师在运用‘探究与分享’栏目

进行教学时会对栏目资源进行拓展开发吗？”这一问中，有 42.7%的学生认为教师

偶斯才会对栏目资源进行开发，另有 52.9%的同学认为其教师很少会对栏目资源进

行开发。此外通过教师访谈可知：由于教学时间有限，虽然其在进行备课时，不会

对教材中的“探究与分享”栏目进行全部择取，但是在课上使用的时候经常会出现

因栏目活动数量多或时间长而拖堂的现象，并且在问到：“您会对‘探究与分享’

栏目进行适当的内容调整与资源开发吗？”大部分教师都做出了相似的回答，即在

进行公开课备课的时候，会对其进行适当调整与改动，而在常规课的时候一般会保

持栏目大情境不变，根据教学实际，简单地对栏目问题进行一定的调整改动或者根

据实际情况调整一下栏目顺序。 

综上所述，笔者可以推定当前仍有部分教师游走迷离于“用教材教”的边缘，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4612314210

0011005

https://d.book118.com/446123142100011005
https://d.book118.com/446123142100011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