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思想道德与法治学到了 思想道德
与法治心得体会(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思想道德与法治学到了篇一

时间过得好快啊！不知不觉，七年级的中学生活已经向我们
告辞。在这一年里，《道德与法治》学科让我受益匪浅，它
陪同着我度过了一段美妙的学习时光进入中学，新的目标和
要求激发着我们的潜能，激励着我们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中
学时代见证着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的生命进阶，为我们的人
生长卷打上越发丰盛而厚实的底色。在这样美妙的青春时代，
我们更应当心怀幻想，把握机遇，自主进展，开发自身潜能
和发明力，用汗水挥洒青春，用双手发明美妙的明天，让我
们的青春无悔！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法治时代，作为青少年的我们更应当恪
守法律，依法办事，自觉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养成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习惯，做一个有道德、懂法律的公民。法治的
社会是和睦的，法律的蓝天是湛蓝而深远的，我们应携起手
来，时刻捍卫法律的尊严与权威，自觉尊法守法，秉持心中
的利剑，共同发明美妙的`明天！

在一年时间《道德与法治》学科的学习中，我认识到了友情
的重要性，学会了如何孝亲敬长、如何与他人交往，体会到
了家的意味，感触到了生命的意义，也学会了在集体中成长
总而言之，《道德与法治》的学习激发了我的学习的热烈，
让我的学习弥漫乐趣；我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让我
的成长弥漫喜悦；我更爱慕这门学科。



思想道德与法治学到了篇二

刚步入中学的我们，接触了一门新学科《道德与法治》。
《道德与法治》的学习有利于促进我们青少年身心安康进展，
有利于我们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作为青少年的我们就像一棵树，不能长歪，一旦长歪就很难
扶起。惟独仔细学习《道德与法治》，我们明辨是非的能力、
自我防备的意识和能力才会不断增添，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才
会不受或少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我们自身的权利和利益
才得以实现和维护。通过一年的学习，我认识到了我国是一
个法治的国家，那什么是法治呢？法治是依法对国家和社会
事务进行治理，强调依法治国，法律至上，要求任何组织和
个人都要顺从法律，恪守法律，依法办事。法治格外重要，
它助推中国梦的实现，是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国家长
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同时我也明白了道德与法治的关系：在
法治时代，并不否定道德的重要性。道德水平的`提高有利于
人们增添遵法守法的意识和自觉性，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法
治文化环境的形成。

作为青少年的我们，不仅是法治中国建立的受益者，我们更
应当成为参加者和推进者，同时也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
生抱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出自己的一
份力量！

思想道德与法治学到了篇三

从新学期开始，八年级第二册《道德与法治》教材版本的暂
时更新让我有些意想不到。因为我们上学期还是广东教育版，
新学期一开始就变成了人类教育版。就在我又饿又无助的时
候，今天的新教材在线培训就像一场宝贵的春雨，及时滋润
了我渴望的心。

让我站在网络训练中"高处"掌握教科书的主题、概念和框架：



宪法精神是贯穿整本书的红线，指挥整本书的灵魂。本书应
以宪法教育为核心，不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国家
意识；教科书采用总框架结构，就像一篇文章，思维特别清
晰，这一切似乎让我控制教科书，战略意识。

我最赞赏的还是本书很贴近青少年实际，遵循知识逻辑和生
活逻辑相结合的原则，教材建构"基于生活-反思生活-回归生
活"路径。这将增加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
会感到抽象和无聊。

同时，这次培训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教科书的研究中，
我愿意努力工作。仔细思考，逐层分析，多思考，勤奋思考，
既不能理所当然，也不能迷信权威或遵守规则。

新学期，新教材，新挑战，虽然我不能熟悉，但不能说，这
次网络培训，真的很棒。当然，探索学习之路并没有尽
头——我会不懈努力，只是为了更好！

思想道德与法治学到了篇四

本次加入道德与法治的研修活动，自己在磨课的进程中学到
了很多，让我更加深入的了解了这门学科，体会到了在道德
与法治课堂上的乐趣。

4小组合作交流应该如何让这些不用的纸再利用，学生们讨论
特别剧烈，交流了许多小诀窍，出乎我的意料。在学生交流
的基础上，我又借机补充，激发学生考虑，让学生把这些小
诀窍应用到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去。最后环节，出示国家的相
干法令和政策，让节约用纸上升到更高层次，学生熟悉到节
约用纸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

反思自己的这节课，在对课堂驾驭的能力上，还有待提高，
教学机智应变能力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以后还应多向有经
验的老教师请教，提高自己处理课堂突发情况的能力，在课



堂评价上也有许多不足，还需要在教学中不断磨练。研究是
无止境的，对于一个老师来说，要研究的还有许多，只有不
断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才能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不断提
高教学水平。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努力，成长为一名
优秀的德法老师。

思想道德与法治学到了篇五

围绕教研员王瑶主任提出的教研主题“提升学生思辨力的议
题式德法课”和二年级研修主题“后疫情时代的环保教育”，
本次片区研修采用同课异构的形式，由三位教师出示了《我
的苦与乐》这一框题。经过三所学校的德法教研团队的精心
准备和三位教师的精巧构思，呈现了三节风格迥异的课堂，
让我这名新教师真切的感受到了同课异构的魅力。

在教研主题“提升学生思辨力的议题式德法课”的呈现上，
莲池学校的巩革老师在课堂上巧妙的抛出思辨点，以纸精灵
的身份，对“学生折纸飞机”令我很矛盾，开启学生对是否
可以折纸飞机这一问题的思考与辨析。一面是孩子们日常玩
耍的折纸飞机，一面是节约用纸。从学生日常生活情境中进
行精准的设问，学生们很快进行了有效交流、讨论，得出
了“在不浪费的前提下可以折纸飞机玩”的结论。而针对学
生提出的路上飞洒的广告宣传单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现象时，
巩革老师又一次精准抓住矛盾点引导学生思辨，“街上传单
这种浪费是印传单的人造成的吗”？学生们各抒己见，最终
得出了印传单是正常的宣传活动，并不是浪费行为，而收到
传单的人的随手乱扔才是浪费现象。

巩革老师这节课上的两个精准的思辨点的抓取也令我豁然开
朗，原来开启德法课堂上学生思辨力的钥匙，就在老师们的
话语中，是教师备课时的完全准备，也是教师对课堂上学生
分享交流的细节的抓取和智慧生成。有了教师的精准抓取和
引导，孩子们在课堂上频出金点子，课堂氛围也越发热烈，
学生的课堂积极性更是得到了极大地提升。



这一次的片区研修，不仅在备课、磨课、上课环节注意扣
准“思辨力”这一主题，评课环节，从青年教师到学科委员
会教师，再到王瑶主任，更是紧抓教师课堂上抓准的思辨力
生成点进行深入分析。引导我们新教师在以后的德法课堂上，
不仅要对可能出现的思辨点进行有效预设，还要学会聆听学
生的声音，精准出击，抓准学生分享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极具
思辨力的点，并智慧地进行课堂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