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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基于小学道德与法治课与法治教育有机结合的思考
何　旭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教育科学研究所，四川 遂宁 629000）

摘要：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道德与法治课与法治教育

的有机结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所以，关于道德与法治课教

学中，应当加强法律法规的教育力度，以简洁的文字形式呈现相

关的法律条例，并结合一定的方式方法，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法

律意识，从而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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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引导学生构建法律意识是非常重

要的。它不但是新课程改革的教育要求，也是促使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前提条件。所以，在实际的教学过

程中，教师应当立足于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实施家庭、学校、社

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并联系学生实际的生活，通过一些实际案例，

加强学生的法治观念，以此提高道德与法治课与法治教育有机结

合的效率。

一、通过情境创设的方式，实施课程与法治教育的有机结合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与法治教育有机结合的教学中，教师能够运

用多媒体技术，创设不同的教学情境，以此引导学生针对一些典型

的法治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和分析，以此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和观

念。比如，在部编版六年级上册《国家机构有哪些》教学中，教师

借助多媒体信息技术，为学生播放社会不同机构，如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的视频资料等。这时，有学生提问：“这些机构都是用来干什

么的？”此刻教师不要急于回答，而是引导学生继续探究。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为例，展示一段人民代表大会的视频，让学生从观看

视频的过程中了解到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的权力机关。然后，

结合一些案例，让学生探究人民代表大会具体的权力，如结合某一

法律的订立，是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之后，才能立法，

以此阐述出它的立法权。此外，还有其他的权力，如任免权、决定权、

监督权等，都可以结合一些实例进行阐述，以此加强学生对章节知

识的理解。又比如，教师可以利用周六日带领学生到本地检察院进

行实地考察，引导学生了解我国检察院基本的制度，研究探索检察

院对我国经济社会的作用。这样，能够从根本上加强学生对法治观

念的认知，以此形成一定的法治意识。

二、联系实际的生活，实施课程与法治教育的有机结合

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应当从学生的生活角度出发，引导学生了

解法治，认识到法治教育的重要性，以此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

为此，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结合具体的教材内容，搭

配一些实际的生活案例，让学生了解到法治源于生活，用于生活

的道理，从而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比如在部编版六年级上册第

一单元《我们的守护者》教学中，教师邀请民警针对如何运用法

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行讲述。这时，民警简述了一个

实际案例：杨某在饭店吃饭，1 个小时之后，杨某上吐下泻，被

送往医院，声称晚上只在某饭店吃了饭，并没有吃其他的食物。

根据医院检测报告，杨某属于食物中毒，这时，杨某去找饭店理论。

但是，饭店坚持否认杨某的指控，并表示饭店食物非常干净、卫生，

是杨某个人的原因造成食物中毒。此刻，杨某非常气愤，不知道

怎么办。民警问学生：“他应该怎么办？”有学生说：“打 110 报警，

让警察叔叔把他们抓起来。”有学生说：“只能自认倒霉了。”等等，

民警同志说：“大家都说得很好。在生活中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大家能够向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或者卫生局反应，或者以民事诉讼

的方式，上诉到法院，维护自己的权利。在生活中我们可能遇到

很多权利被侵害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学会坚决保护自己的权益，

不能够姑息社会上这种不道德的行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既可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够向学生普及基本的法律知识。

三、根据新课改要求，实施家庭、学校、社会一体化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除了在课堂相关的道德与法治知识

与技能之外，还应当注重学生思维、观念、情感，品质等多方面

的能力培养。在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教师应当立足于教学改

革的各项要求，将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与法治教育进行有效有机

结合，以此逐渐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法治观念。为此，在具体的

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实施家庭、学校和社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构建家庭与学校的交流平台，如建立微信群、QQ 群等，及时向家

长反映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的内容，请求家长配合学校教育，

在生活中结合一些实例，向学生传递法治观念和思想。与此同时，

学校也可以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引入一些社会的教学资源，服

务课堂，充实课堂的教学内容。比如，在部编版六年级上册《公

民的义务与权力》教学中，教师能够结合一些例子进行有效阐述，

如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都会给学生报一些补习班。教师可

以问学生：“你们认为上补习班是你们的义务吗？”有学生表示：“是

啊，学生有义务学习。”而有学生则表示反对，“认为补习班不

属于国家教育机构规定的义务教育，所以，上不上是我们自己的

权利。”此刻，学生分成两派开始争论，上补习班是不是学生的

权利，或者是不是学生的义务。这时，教师没有表示哪一方说法

正确，而是表述自己的观点，说道：“权利是公民应当享受的权益，

而义务是公民应当付出，应当做的事情。”而这个辩论的过程，

可以邀请学生家长全程参观，以便家长全面且深入地了解学校对

学生的道德与法治教育情况。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自然理清了

两者的概念，以此了解最终争论的结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教师需要深入挖掘教

材本身的教育价值，结合生活中的实例，加强学生对法律的认识和

了解，以及通过合理情境的创设教学方式，加强道德与法治课与法

治教育的有机结合，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法律观念和法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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