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道德与法治新课标颁布时间 对道
德与法治新课标的心得体会(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道德与法治新课标颁布时间篇一

2022年4月21日，教育部公布了最新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
课程标准，作为一线老师的我责无旁贷在暑期认真研读
了2022版《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新课标新增了核心素养、
总目标、学段目标，教师培训与教学研究，核心素养学段表
现，课程内容按照学段要求分四部分进行一体化设计，让核
心素养落地是本次课标修订的重点。要求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强调育人为本，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
代新人。

通过学习，给我最切身的体会就是教育理念要更新，教学方
法要改革，教师与学生要和谐互动，增加实践。

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汲取新知识，提高学科专业素养，
丰富教学内容。

1、新课标的改变不仅是内容的变化，而且是理念的转变。在
实际工作中，我们教师要认真研读教材，用好教材，结合学
生实际开展切实可行的学科活动。例如：义务植树、义务清
扫垃圾、义务去儿童福利院当义工等等。让学生在活动中亲
身经历，感受深，能洗涤他们的心灵，激发他们热爱公益的
热情，从而亲社会，达到立德树人。

2、树立学科核心素养，制定铸魂育人的目标



新课标提出：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
责任意识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相互交融，但各有侧重，不
可相互替代。我们道法老师要立足核心素养，要将核心素养
作为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导学生明确人生发展方向，
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

教学要围绕课程内容体系，及时跟进社会发展进程，结合国
内外影响较大的时事进行讲解。课程资源要用足红色，感动
中国人物、时代楷模、英雄人物等的事迹，运用好身边的人
和事，还有最新的时政热点实例，比如七一勋章获得者、时
代楷模黄文秀的事迹，爱岗敬业的张桂梅等，让道法课堂活
起来，让学生动起来，从而激发学生积极思考积极参与。

教学要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加强课内课外联结，实现隐
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相配合。通过带领学生参观访问、现场观
摩、志愿服务、研学旅行等方式让学生走向社会，了解国情、
社情，增强爱国情感。鼓励学生在实践中扩展自己的视野，
提升自己的能力，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总之，在以后的教育教学中，我会结合学校实际，关注学生
的核心素养，探究多样的教学方法，把立德树人落到实处，
让道德与法治课更加绚丽多彩！

道德与法治新课标颁布时间篇二

正值伏中有幸参加了教育局组织的《新课标》解读与课堂教
学实施培训活动。五位专家们深入浅出的讲解、高屋建瓴的
诠释、有理有据的分析以及毫无保留的分享，恰如炎炎盛夏
中氤氲的缕缕香气，百味可觅，又使赫赫骄阳下贫瘠的寸寸
心田，沐得甘霖。

三天的培训满载而归，有对思政课育人价值的全新体悟，有
对道德与法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全面认知，也习得了一些课堂



教学实施的方法。在整理学习资料，反复研读课标后，我感
悟到道德与法治的课程实施中一定要有“精气神”。

《新课标》从整体内容上增加了“学业质量”一项，“学业
质量”是学生在完成课程阶段性学习后的学业成就表现，反
映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我们要不断地转变育人方式，
树立科学的学业质量观，达到标准，就要做到：

（一）“精准”的教学目标

学业质量描述的内容可以反映课程目标的达成度，我们在具
体的教学实践中，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经验参考此标准，去
制定导向清晰、要求明确的教学目标。还要提高站位从单元、
主题出发制定立场鲜明、层次分明的教学目标。

（二）“精细”的课程设计

专家提出的以终为始的“逆向设计”为我们打开了教学视野，
以目标为导向去进行设计更有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我
们在具体的课程实施中要坚持好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积
极地创设有共鸣的情境、设计参与度高的活动，根据学生的
认知规律和生活经验适时的为学生提供方法指导和思想培养。

（三）“精心”的评价体系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实，提质增效的要求促使我们不断改
革评价机制。《新课标》也提出了“增值评价”，主张关注
过程和培养，也要求我们的评价要更具发展性、整体性、综
合性、价值性。多元的评价要从形式、内容上更科学、专业、
客观，从而促进知行合一的实现。

《新课标》所提出的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政治认同、道德
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是对以往三维目标
的深化和升华。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要有以下几点：



（一）有“正气”，不迷路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
道德与法治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思政课具有特殊性，它担负
着为国家和民族培养时代新人的重任，也是培根铸魂传播政
治思想的主阵地。我们要坚持好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作
为思政教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思想境界，为国家的政治
工程、法治进程添砖加瓦，为学生的全面发展、综合提升保
驾护航。

（二）有“人气”，不孤独

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要坚持好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始终
以学生发展为着眼点，关注临界学生、旁观学生。制定目标
要遵循学生的发展规律，要基于学生情理去解决核心问题，
要抓住师生联结点去突破疑难问题，引领学生深度参与才有
助于“教学同增”。

（三）有灵气，不忙碌

素养有“形”，我们要坚持好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理论
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是长远渐进的工程，
我们要积极调动多元主体，整合开发各种课程资源，同时扩
展思政教育的时空维度，课上课下、校内校外，时时刻刻都
可以进行教育。做个不瞎忙的思政教师要善于收集学生的需
求，也要关注课堂生成的宝贵资源。

道德与法治课程教材要发挥培根铸魂、启智增慧作用，结合
道德与法治的课程性质和总目标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坚持德
育为先，重在引领学生充盈思想、提升能力、全面发展。我
们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怎么能丢了国家和民族的“神魂”？
我们要不断增强师生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我们要
不断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在这次培训活动中五位专家的“精气神”深深地感染着我，
《新课标》出台才三个多月，他们是怎样的夜以继日、钻研
沉淀才能为我们呈现出一次又一次的精彩。夏虫鸣初心，日
月迎热忱，或许这就是对教育的热爱和担当。

再次感谢上级领导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的学习机会，使这个夏
天充满了希望和力量。每一场讲座都是含苞蓄力的绽放，每
一次呈现都是时光积淀的回馈，每一页诠释都是执著热爱的
坚守。唯有前赴后继才能不辱使命，唯有潜心修炼才能担当
重任。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教书育人的职责已经有了更深的
时代烙印。我们要先育己再达人，以饱满的“精气神”为更
多的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道德与法治新课标颁布时间篇三

通过学习道德与法治新课标，我想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这
个飞速发展的社会的需要，才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游刃有余，
真正地做到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

我们的教育恰恰缺乏的就是对孩子的思想上、心理上、行为
上的教育，育人先育心，一味的抓高分，升学率，使我们的
孩子失去了快乐，失去了个性的发展，也更失去了我们中国
几千年来的传统美德。现在的孩子不知道感恩的很多，不讲
诚信的很多，不文明的很多，不勤俭的很多，所有这些难道
值得我们反思吗？我想通过这次学习首先值得反思的就是我
们的教育，我们的思品教师，我们肩上的胆子太沉重了，正
向课上老师所说的，我们必须把它上好。

我们的教材又有了新的变化，它更加人性化，贴近学生的实
际，更加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它充分挖掘教材资源、充分
挖掘学生资源以及充分挖掘社会资源。学生的主体性充分得
到发展。以往的一言堂、填鸭式的教育太陈旧了，新课程要
求教师要善于学习、广泛汲取，合理利用教材现有教育资源
与合理扩充。讲究的是师生的互动，生生的互动。我们应充



分利用各种资源，结合新课程的特点，加强学生活动设计与
研究，教学中努力创设宽松、愉悦、和谐、平等的课堂氛围，
吸引学生参与。

树立不断学习的观念。教师要不断深入钻研教材，读出教材
的本意和新意，把握教材的精髓和难点，把教材内化为自己
的东西，要强调教材的基础性地位和主干性作用，超越教材
的前提是源于教材，必须对教材有全面准确的理解，真正弄
清楚教材的本义，尊重教材的价值取向，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地落实新课标，才能进行高效的课堂教学。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教材只是媒介，我们要灵活运用教材。
要根据自己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教学目标，让学生在
活动中体验，感悟，熏陶。玩耍也是学习，在玩中学，不是
贪玩，关键是会玩。老师要引导学生，在玩中有收获，在玩
的过程中受教育，懂生活规则，遵循游戏规则。让学生认识
遵循规则的重要性。就像遵循交通规则，不遵循交通规则，
后果会很严重的。

在活动中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有好的品格，有好的性格。在
德、智、体、美、劳中，德育为首。让学生在活动中做人，
让学生懂得感恩，爱自己的学校，爱老师，爱父母。接纳父
母的不完美，接纳老师的不完美，接纳同学的不完美。允许
同学的不同，换位思考，团结同学。引领学生发现同学的优
点，发现同学的进步，发现同学的闪光点。让学生天天夸自
己的同学，培养学生的积极心态。让所有学生充满自信，热
爱生活，爱学习。帮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终身学习。帮
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做诚实守信的好孩子。培养孩子辨
别是非的能力。

在活动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进竞争机制。生活处处皆
学习，做学习的主人，让学生快乐学习。让学生体验成功的
喜悦。遇到困难，教会学生想办法，愈挫愈勇。让学生知道，
生活中挫折难免，要正确对待挫折。



老师要认真研读教材，用好教材，结合自己本班学生的实际
情况，开展切实可行的活动。活动是学生自己的亲身经历，
具体可感。是学生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学生感受就深，就
能洗涤孩子的心灵。了解教材编排的意图，制定具体的教学
目标，采取合适的措施，与学生一起成长。

《道德与法治》课虽然是小课堂，反映的却是大社会。教学
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学会做人，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的
教科书不是唯一的教材，老师也不是唯一的老师，道德与法
治课的教学方法更不是唯一的，相信我们多样的教学方法，
一定会让品社课堂更加生动活泼，绚丽多彩。

道德与法治新课标颁布时间篇四

《道德与法治》课程作为义务教育段的思政课担负着在青少年
“拔节孕穗期”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任务，所以
在新课标中对《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性质是这样规定的：旨
在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法治素养和人格修养
等，增强学生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培养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
新人打下牢固的思想根基。课程具有政治性、思想性和综合
性、实践性。

这门课程的核心素养是：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
健全人格、责任意识。政治认同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必须具备的思想前提，道德修养是立身成人之本，法治观念
是行为的指引，健全人格是身心健康的体现，责任意识是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内在要求。所以关于这门课程的
教学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点出发：

一说到教学我们总会自然的联想到上课，一提到到上课我们
又会自然的联想到学习，再一说到学习我们又自然的联想到
知识。所以我们通常对于教学的思考，对于课堂的把控都会
把知识的传递和学习作为核心和出发点，但在众多的课程中



《道德与法治》课程确是个例外，因为这门课程的重点和核
心是思想教育，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的教育，因
此它的课堂目标不是教会了学生什么，而是帮助学生认同了
什么。不是把学生教会了，而是把学生说服了。《道德与法
治》课程的教学不能像其他课程一样总想着要教会学生什么，
把知识的传递作为重心，从学习知识的角度出发来思考课堂
教学的组织，这样肯定会让课堂背离《课标》的要求。《道
德与法治》课程应该把“观点认同”作为出发点，认同—接
纳—践行这应该是我们课程的学习逻辑，所以，《道德与法
治》的课堂，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是处在首位的。是在
思想情感的培养中扩充知识。

《道德与法治》课程就是在教学生认识自己，认识生活，认
识社会。帮助学生从自己的小圈子走到社会这个大天地中来，
教会学生正确对待人和事，为学生将来进入社会后能够幸福
生活奠定基础。所以，《道德与法治》的课堂一定不能脱离
学生的生活实际，但也不能拘泥于学生的生活圈子，要帮助
学生看到他能看到却看不明白的和他还没有看到的，要让学
生能够在课堂中开阔视野，加深对社会的认识，提升社会生
活的认同感，只有这样我们这门学科的核心素养才能达成。

《道德与法治》教材中正文都是本课话题中学生应该形成的
正确观念，都是结论性的表述，理论性较强，虽然有材料，
但有些材料离学生的生活实际有些远说服力不强。其实《道
德与法治》教材对于我们的具体教学来说，是为我们打了一
个架子，这幅骨架是我们教学的指引和方向，是我们课堂的
灵魂，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它却有点枯燥，有点晦涩。这就需
要我们教师给这幅骨架及时补充“血肉”，让他变得鲜活，
变得形象，变得可感，这个“血肉”是什么，就是具有时效
性且贴近学生生活的社会实例，让学生在新鲜，生动的实例
中理解教材的观点，不但可以提升认同感，而且对学生的生
活也有指导意义。



道德与法治新课标颁布时间篇五

通过这次对道德与法治新课标的集体学习，给我最切身的体
会就是教师教育理念要更新，教学方法要逐渐改革，教师与
学生之间要和谐互动，共同探讨、交流经验、增加实践。在
学习新课标这段时间，我对过去的教学思想和行为进行了反
思，对教研活动的开展也有了更多的思考。用新课标的理念，
对曽经被视为经验的观点和做法进行了重新审视。

在学习中我深刻体会到新的课程标准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对
义务教育阶段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抓好学
生思想教育。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针对本班学生的实
际情况，开学初，积极做好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使其端正学
习态度，树立道德意识，提高认识能力。深入了解学生的个
性特点，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细心发掘学生的闪光点，给
予评价肯定，正确引导学生的行为，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通过学习，更新理念，克服以往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忽视学
生的主体地位、忽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过分追求
学科知识系统的错误倾向。我们应积极倡导、促进学生主动
发展的学习方法，拓宽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联系生活、
跨学科的学习和探究式学习，使学生获得现代社会所需要的
终身受用的能力。

抓好常规工作。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根据儿童的年龄
特点，结合新教材理论知识，课堂上设计新颖、愉快的教学
方法，增强趣味性，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轻
松愉快的学习中掌握知识、技能。发挥学生情感，激发学生
求知欲望，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培养了学生乐学的兴趣。

在教学中，我们应从“师道尊严”的架子中走来，成为学生
学习的参与者。教师参与学生学习活动的行为方式主要是：
观察、倾听、交流。教师观察学生的学习状态，可以调控教



学，照顾差异，发现“火花”。教师倾听学生的心声，是尊
重学生的表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既有认知的交流，
更有情感的交流，既可以通过语言进行交流，也可以通过表
情、动作来实现交流。

通过此次培训，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新课程改革的背景，对课
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内容及有关政策更加清晰，大大提
升了老师们实施新课程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促使老师们更加
深入地研究新课程标准，精准掌握课程标准，提升个人实施
新课程的能力和水平，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