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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剖析了维果茨基著名的“最近发展区”(ZPD)理论，在中学阶段德育及法律教育领域的实践意义

及其深远影响。这一创新性的学习观主张教师应当预见并引导学生的潜能开发过程，巧妙地设定略高于

当前能力的学习目标，以此激发他们跨越现有的认知边界，迈向更高级别的思维层次和发展境界。本文

主要探讨如何通过精准评估学生认知水平、教学内容分层设计、搭建教学支架以及合作学习与差异化指

导等策略，提升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质量。文章强调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深入理解课程标准，

精准定位学生的学习起点，设计不同层次的教学内容和任务，以及通过教学支架帮助学生跨越最近发展

区，实现知识的有效掌握。同时通过异质分组策略和差异化指导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促进全

体学生在各自的最近发展区内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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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horoughly analyzes Vygotsky’s renowned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the-
ory, exploring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ofound impact on moral education and legal instruc-
tion during the middle school stage. This innovative learning perspective advocates that teachers 
should anticipate and guide students’ potenti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by setting slightly higher 
learning goals than their current abilities, thereby motivating them to transcend existing cognitive 
boundaries and advance to higher levels of thinking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by precisely 
assessing students’ cognitive levels, designing layered teaching content, building teaching scaffolds, 
and employ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strategies. The article empha-
sizes that teachers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accurately locate the starting point of students’ learning, design teaching content and tasks at dif-
ferent levels, and help students cross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through teaching scaffolds, 
achieving effective knowledge acquisition. At the same time, by employing heterogeneous grouping 
strategies and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it meets the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ll student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zones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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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对于学生价值观塑造、道德品质培养和法治观念形成至关重要。然而，传统教

学中存在教学方法单一、未能充分考虑学生个体差异等问题。最近发展区理论由维果茨基提出，强调学

生的发展存在两种水平：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区域即为最近发展区。将这一理论

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能够更精准地满足学生学习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实现教学效果的最

大化。 

2. 最近发展区理论及其时代价值 

2.1. 最近发展区的基本内涵 

最近发展区是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学生心理学领域提出的重要理论。维果茨基认为心理

发展是个体的心理自出生到成年，在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下，在低级心理机能的基础上，逐渐向高级机能

转化的过程。其中，儿童的心理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水平，第一是儿童现有的可以独立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第二是经过成人或者同伴的帮助，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能够解决问题的发展水平。儿童现有水

平与经过他人帮助可以达到的较高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 
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创造性地阐述和解释了教学与发展的关系。将教学与学生的发展相

结合，教学应当走在发展的前面，这是他关于教学与发展关系问题的最主要的理论。教学应该考虑儿童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348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吕宗徽 
 

 

DOI: 10.12677/ae.2025.153484 867 教育进展 
 

现有的发展水平。要将教学落在最近发展区内，带动学生发展。儿童学习任何内容都有一个最佳年龄，

教师要把握好符合学生发展规律的教学时机，教学最佳期是由最近发展区决定的，而最近发展区并不是

静态的，本身是动态发展的。因而教学最佳期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且教学最佳期也是因学生而异的，

教师要依据学生的特点把握教学的最佳时机。学生的两种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是动态的。随着时间的推

进，以往的教学任务已经被学生理解和掌握，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复杂和困难的任务。所以，教学要不断

地创造新的最近发展区，促进学生获得新的发展。 

2.2. 最近发展区的时代价值 

2.2.1. 最近发展区揭示了学生发展更多的潜在可能 
最近发展区理论的两种发展水平为教学中学生知识水平和实际能力的提高打开了新的思路，在教学

实践中，教师不应仅仅满足于传授学生现有的知识和技能，而应具备前瞻性的思维，关注学生未来发展

的需求，尊重并顺应学生个体的成长规律。这种教学理念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模式中只关注学生现有水

平的局限，还强调了教育者需具备预测学生发展潜力的能力，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力，此

外，最近发展区理论还强调教育过程中的动态性和互动性。这意味着教育者需要不断调整教学策略，以

适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变化的需求和能力。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更好地满足每个学生的个体差

异，实现真正的个性化教育和因材施教。最近发展区理论为现代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提醒我

们，每一个学生都有无限的潜力等待被发掘。通过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持续的关注，我们可以帮助学生超

越自我，实现全面的发展。 

2.2.2. 最近发展区理论为个性化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学生之间的差异性日益明显，不同学生在智力、兴趣、性格等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传统的“一刀切”教学模式难以满足每个学生的独特需求，往往导致部分学生感到过于简单或过于

困难，进而影响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效果。比如，对于那些理解掌握能力相对优秀的学生来说，课程内

容可能显得过于基础，无法激发他们的求知欲；而对于一些学习存在理解困难的学生，过高的要求可能

会让他们感到挫败，从而失去学习的动力。通过应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教师可以更精准地评估每个学生

现有的知识水平和潜在能力，从而设计出符合他们个体特点的学习任务和活动。此外，通过定期的评估

和反馈，教师还可以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内得到充分的发展。这

种个性化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还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自主学习能力。 

3. 最近发展区理论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3.1. 与《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课程理念相符合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 版) (以下简称课程标准)课程理念中强调遵循育人规律和学

生成长规律，强化课程一体化设计[1]。课程标准注重初中生的主体地位，遵循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发展规

律，以螺旋上升的方式组织教学内容和明确教育主题，依据初中生的发展特点，围绕大中小学德育一体

化的思路，逐步引导学生完成知识上的上升和道德上的提高。这正与最近发展区理论所蕴含的儿童的心

理机能的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转变的观点相契合[2]。最近发展区理论遵循学生的发展规律，根据学生的

现有学习水平，设置合适难度，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及其他积极因素如同伴互助和家庭支持的帮助下，

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新的知识，并在道德修养方面取得进步。 
此外，课程标准中强调以社会发展和学生生活为基础，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作为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立

足点，引导学生走入社会实践，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社会。维果茨基在实践活动层面曾指出，“实践活

动创造出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在放大镜的焦点下，实践活动以浓缩的形式包含了所有发展的趋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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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实践活动本身是发展的一个主要源泉”[3]。最近发展区理论通过设置适度的挑战，激发学生主动探索

和解决问题的欲望，这与课程标准中提倡的“实践导向”教学理念相辅相成。最近发展区的这种教学策

略正好契合了现代课程改革中的核心思想——即倡导一种注重实际操作的教学模式。“实践导向”的课

堂不再仅仅是传授书本上的知识点，而是引导学生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真实情境之中。 

3.2. 与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相适应 

十八大报告明确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而提出[4]，立德树人关系着我们党的事业，关

系着国家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没有什么比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更重要，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方面出问题更

危险。教育工作要理直气壮地讲政治，落实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5]，而初中的道德与法治课程则是青少年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思政课，初中的道

德与法治课程是青少年在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一环。在这段关键的成长时期，学生们不仅需要掌握基本

的知识技能，更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通过生动的案例分析、深入的社

会问题探讨以及丰富的实践活动，帮助学生理解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

识。基于最近发展区的理论视角探究，“立德树人”在教学中的关键在于把握“教学最佳期”，引导学生

由“现有发展区”向“最近发展区”过渡，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结合最近发展区理论

运用于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学生不仅能够在知识层面上得到提升，更能在品德修养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从而全面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 

3.3. 与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学生主体地位相契合 

任何良好的教学效果，离开学生自觉自动地进行学习也是不可能获得的[6]。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注重

教学中学生主体地位与教师主导作用的统一，重视学生主体地位，强调教学过程中学生主体地位与教师

主导作用的有机结合。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还能确保教学内容的

系统性和科学性。课堂上，教师会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从而培养

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同时，教师也会适时地提供指导和反馈，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和掌握道德与法治的基本知识和原则。这样的教学模式，既尊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又发挥了教师的专

业引领作用，有助于学生全面发展。最近发展区的核心在于理解每个孩子都有其独特的认知水平和发展

阶段，在这个区域内他们能够完成超出当前独立能力的任务但需要成人的辅助或同伴的帮助来实现目标。

这正好呼应了以学生为本的学生中心主义原则——尊重并激发每一个孩子的内在潜能，让他们成为自己

成长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而非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该理论倡导的合作式、互动式的教学方法也符合当

代对素质教育的要求。教师不再是单向传授者的角色，而是引导者和伙伴，鼓励学生们进行探究性思考，

培养他们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模式有助于塑造良好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结合“最近发展区”理论于道德与法治课堂实践中，不仅强化了对学生自主性的重视，而且促进了

全面育人观的发展，使我们的教育更加贴近实际需求，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 

4. 最近发展区理论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路径 

4.1. 精准评估学生认知水平，找准教学出发点 

在深入挖掘最近发展区理论的精髓后，教师应着手于精准定位教学的起点。这意味着教师必须对学

生当前的道德认知水平和知识掌握程度有一个全面而细致的了解。确定学生的学习起点并非易事，“最

近发展区”理论可以起到重要作用[7]。教师需要通过观察、测试和日常互动，捕捉学生在道德与法治学

习上的细微进步和潜在的挑战点预测他们的潜在发展能力，找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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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对于学生价值观塑造、知识体系构建有着重要意义。找准教学出发点，是提升教

学质量的重要步骤，可借助诊断工具设计与动态调整机制来实现。首先借助诊断工具精准把握学情：第

一步借助前测问卷，前测问卷的设计要紧密围绕课程主题，例如在道德与法治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生活

在法治社会中，知识层面设置法律定义、分类等基础问题；态度层面询问学生对法律权威性的看法；行

为倾向方面，了解学生在生活中遇到法律问题时的应对方式。第二步教师需做好课堂观察记录，课堂观

察记录需关注学生在讨论中的表现，留意学生发言深度、思维逻辑性，从案例分析表现判断其知识运用

能力。第三步案例分析任务，要精心挑选典型案例，除“未成年人网络打赏纠纷”，还可选用校园欺凌相

关案例，观察学生能否从法律和道德多维度分析，以此全面了解学生知识储备、思维水平和价值观现状。

在进入本课的正式教学前，教师可在前置课程的教学中，设置相关法律案例分析，了解学生现有知识水

平。在完成学情分析并确定学生当前实际水平后，应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以优化教学过程。在阶段性评估

之后，教师应及时更新学生的发展档案，不仅记录学业成绩，还包括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参与讨

论的积极性、小组合作的效果等多方面信息。根据档案对学生进行分层，并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相应

的教学内容和任务。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重点在于巩固基础知识，通过反复练习和个别辅导帮助他们

掌握基本概念；对于中等水平的学生，注重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引导他们进行探究性学习和项目研究，

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而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则提供拓展性学习资源，例如组织法律热点问题

辩论、模拟法庭活动或参与科研项目，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实现因材施教的目标。 

4.2. 教学内容分层设计，设置梯度型任务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是初中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遵循，只有认真备好课程标准，才

能在深层次把握与理解教材、驾驭教材的基础上，做好学生的培育工作。道德与法治课程根据国家和社

会对初中生的培养目标，增强学生身为中国人的脊梁。只有严格遵循学生发展规律和《道德与法治》课

程标准，才能为培养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国梦要求的具有中国底色和特色的时代新人打下牢固

的思想根基。 
在深入理解课程标准中对不同年级学生的核心素养要求前提下，初中政治教师运用最近发展区理论

进行知识分层和任务梯度设计，能让不同水平的学生在课堂中都有所收获，逐步提升能力。在知识分层

上，将知识分为基础层、拓展层和挑战层。基础层的教学至关重要，它是学生搭建知识大厦的基石。教

师要从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入手，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政治概念。以道德与法治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生

活在法治社会中“生活需要法律”为例，教师通过多媒体展示图片，让学生对法律有直观感受，从而轻

松掌握概念。这一层级的教学旨在消除学生对新知识的陌生感，为后续学习筑牢根基。拓展层则是在学

生掌握基础概念后，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知识运用能力。像“法治的脚步”这样的综合任务，需要学生将

了解的知识迁移到模拟的复杂情境中。这不仅考验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要求他们具备一定的实践操作

能力，能将零散的知识整合起来，解决实际问题，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挑战层引入社会热点议题，

如“网络暴力与法律规制”，能激发学生的深度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运用所学知识，对复杂的

社会现象进行剖析，培养批判性思维与价值判断能力。这一层级的知识难度较大，对学生的综合素养要

求较高，但也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让他们能够突破自身的思维局限。 
在任务梯度设计方面，将其设计为模仿型、应用型和创造型任务。模仿型任务是学生学习的起点。

以复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条款为例，学生通过模仿，加深对法律条文的记忆，初步了解法律知识

的表达方式。这一任务难度较低，适合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能帮助他们建立学习信心，熟悉知识内容。

应用型任务则是在学生对知识有一定了解后，对其运用能力的考察。分析“商家虚假宣传”案例中的法

律问题，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对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判断，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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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难度适中，能够引导大部分学生深入思考，提升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型任务是对学生能

力的全面考验。设计“校园法治宣传周”活动方案，需要学生充分发挥创造力，整合所学知识，考虑活动

的各个环节。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还培养了他们的组织策划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适合

能力较强的学生，让他们能够在挑战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达到学生理解并掌握我们与法律同行[9]。 

4.3. 搭建教学支架，促进认知跨越 

初中政治课程内容丰富且理论性强，对于部分学生来说理解和应用存在一定难度。教师通过搭建教

学支架，能帮助学生跨越最近发展区，实现知识的有效掌握。 
第一步范例支架：教师展示优秀案例分析模板，如“问题描述–法律依据–解决方案”三步法，让

学生在分析法律相关案例时有清晰的思路和方法可循。在讲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教师展示实际生活

中消费者购买到假冒伪劣商品的案例，按照范例模板，先描述消费者遇到的问题，再找出对应的法律条

款，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学生通过观察范例，学会分析案例的基本流程，之后在面对类似问题时，

就能够模仿范例进行思考和解答。第二步提问支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追问引导学生深度思考。

比如在探讨消费者权益相关内容时，教师提出“如果商家拒绝退货，你的权利如何保障？”这样的问题，

促使学生从已有的知识储备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导他们思考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途径，

如向消费者协会投诉、通过法律诉讼等。通过这种追问，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不再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

到实际应用层面，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步工具支架：利用思维导图梳理法律条文关系，帮

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清晰地看到各个法律条文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学习宪法相关内容时，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绘制思维导图，将宪法的基本框架、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内容以图形化的方式

呈现，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宪法的整体结构和内在逻辑。在开展辩论活动时，使用角色卡片辅助，让学生

明确自己在辩论中的角色和立场，有助于提高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效果。 
在完成以上三步支架式教学后，实施支架的渐撤策略。当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范例、提问和

工具支架等方式逐步掌握了相关方法和知识后，教师要适时减少直接指导，转为提供资源支持。比如在

学生学会了分析法律案例的方法后，教师可以提供法律数据库链接，让学生自主查阅相关法律条文，进

行案例分析和研究，鼓励他们自主探究，培养独立学习能力。 

4.4. 合作学习与差异化指导 

每个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都存在差异，教师通过异质分组策略和差异化指导，满足不同层次

学生的学习需求，促进全体学生在各自的最近发展区内得到发展。 
首先实施异质分组策略：根据认知水平将学生分为“基础组”“提升组”“挑战组”，每组内混合不

同能力学生，形成互助机制。在“法律保障生活”主题教学中，基础组讨论法律在生活中的体现和学生

对法律的感受，这一内容贴近学生日常生活，难度较低，有助于基础组学生巩固基础知识。提升组讨论

法律的特征和作用，这需要学生具备初步的理论框架和新旧知识的链接能力能够将知识与案例相结合，

做到社会现象与知识间的初步解读。挑战组进行学生自身如何遵守和践行法律权利与义务，这需要学生

具备较高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

感。不同层次的任务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得到锻炼和提高。 
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差异化指导重点：对于基础组学生，教师要强化知识记忆与简单应用，通过“一

对一”辅导巩固概念。在学习政治基础知识时，教师可以针对基础组学生理解困难的概念，如“法律的

特征”，进行详细讲解和举例说明，帮助他们加深理解，通过简单的练习题让他们巩固所学知识。对于

提升组，教师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尤其是学生身边的实际案例，教师应给予提升组学生知识实际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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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帮助学生在进行实际问题的时候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对于挑战组学生，教师提供开放性任务，

如“撰写校园欺凌防治倡议书”，引导其结合法律与道德视角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鼓励学生

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同时引导他们将法律知识和道德观念融入到

倡议书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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