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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法治思想，铸就道德根基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实践创新探究

杜林平

甘肃省甘南州临潭县城关第三小学，中国·甘肃　临潭　747500

【摘　要】小学是一个人三观成型的重要时期，学生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社会认知与思想观念将直接影响到他们未来的

工作与生活。而针对小学生的道德与法治教学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因素，不能只通过枯燥的理论道理来催化学生的思

想成型，更要通过实例和故事来加深学生们的印象。本文根据当前的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现状展开了讨论，同时分析了红

色文化对于小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最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法治思想和传统美德的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策略，希

望能够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帮助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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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阶段的道德与法治教学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塑造

正确的思想观念。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却都

这样的初心背道而驰。这些教师错误地认为只需要通过课

本上的理论对学生进行灌输，就足以让学生感受到正确的

道德观念，并且让学生敬畏法治的力量。但是，思想培养

并非是理性的学习过程，而应该是感性的理解和感悟。所

以，小学班主任教师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为学生营造感性氛

围，然后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去引导学生的思维向着正确的

方向成长。

1　当前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有待解决的问题

1.1　部分学生缺乏感恩意识

不知从何时起，一股“精致利己主义”的思想风潮开始

在网络上传播扩散，并且直接影响到了一部分过早接触网

络的学生。这些学生受到这种错误风气的引导，形成了错

误的思想认知，并且体现在了自己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果这样的错误思想不经矫正，那么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只

会愈加见涨。而还有一部分学生受到家长的溺爱过重，在

生活当中漠视家长的辛苦付出，甚至认为家长为自己所做

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心底更是没有对父母怀有一颗感恩

之心[1]。

1.2　爱国主义教育有待变通

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了我们成长的始终，让我们能够正确

地认识到祖国繁荣昌盛与个人进步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

但是很多学校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时却过于机械死板，这

就导致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成型缓慢，甚至是让一部分

学生开始抵触和抗拒爱国主义教育。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

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些学校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时不知变

通方法，也没有深入思考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更

没有积极回访调查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收效。

1.3　理论教学难以感同身受

大多教师在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当中都选择了理论教学

的方式，但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小学阶段的学生在这样的

理论灌输之下根本招架不住。能够耐心听教师说完长篇大

论的道理的学生终归是少数，如果只用理论教学来普及道

德与法治知识只能是事倍功半。而其中一部分教师其实可

以意识到理论教学的效率低下，但是他们却依然选择了理

论教学。这是因为这些教师虽然发现了问题，但是并没有

找出更好地解决方法。久而久之，也就只好一切照旧。

2　小学道德与法治创新教学开展策略

2.1　开展实践活动，带领学生亲历前人艰辛

如果学生有机会站在那些道德模范的位置上，体会前人

奋斗的艰辛，那么相信大部分学生都会对那些原本很有距

离感的道德模范先锋产生一种感激和敬畏之心。所以，小

学班主任教师不妨将课堂“搬”到室外，带领学生参加“

重走长征路”“农忙一日游”等体验活动，让学生在这些

实践活动当中感悟前人的伟大付出。在经过了这样的亲身

体验以后，学生自然而然就会懂得“没有任何付出是本该

如此”的道理。

例如，教师可以在周六的凌晨组织一场课外实践活动，

带领学生一起去给环卫工人送热水，并且带领学生一起体

验环卫工人的辛苦，帮助他们分担工作、送去温暖。在这

样的活动当中，周末的早起可能就是学生需要克服的第一

关，也是他们理解环卫工人辛苦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课

外实践活动当中，学生需要和环卫工人一起打扫凌晨的街

道，感受他们默默无闻的付出，深入了解让这个城市保持

干净整洁的环卫工人们的辛苦。如此一来，学生就可以从

环卫工人的身上学到宝贵的无私奉献精神，更能在送出热

水得到夸奖以后，感受到善意所回馈于他们身上的温暖。

或者也可以在国庆节、建党节、建军节等特殊的日子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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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一次“重走长征路，祭扫烈士园”的实践活动，

激发学生的爱国思想，让学生感悟前人的不易。

2.2　结合热点视频，生动讲述祖国繁荣伟大

在当今社会下，爱国主义教育已经不再是学校和国家的

专利。每一个怀有爱国之心的社会公民都可以借助网络工

具制作和上传爱国视频，从而传播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

而教师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上也可以利用网络上传播的这些

热点视频，向学生生动地讲述祖国的繁荣昌盛，并且结合

课本当中的爱国主义理论展开讲解，让学生明白祖国“一

切为了人民”的伟大之处。

例如，教师可以借助我们的国家在面对重大险情时的

快速反应和上下一心，来向学生讲述祖国的强盛伟大。

教师可以在班会课上给学生播放一些国外遇到山火等情

况时的应对处置视频，然后向学生讲述山火的危害以及

蔓延之快，以此来作为铺垫。然后，教师就可以带领学

生一起观看我们国家在重庆发生重大山火期间，军民将

士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共同为了扑灭山火而做出努力

的视频内容，在视频慷慨激昂地配乐引导下激发出学生

的自豪之情。尤其是那些曾经被认为“不务正业”的摩

托车骑士一遍遍冲上崎岖坎坷的山路，只为我们战斗在

一线的消防官兵以及解放军战士送去物质时，那些从摩

托车骑士脸上流下的汗水足以证明我们在面对重大危险

时永远能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去攻坚克难。最后，教师

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和拓展，用我们国

家在面对其他重大险情时的处置方式以及快速反应来向

学生们说明我们国家的伟大与繁荣昌盛，用那些曾经发

生过的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来证明我们无法被自然灾害

所折服，从而将学生的激动与自豪激发到顶点，最终将

之转化为坚定不移地爱国之心。

2.3　借助情景教学，引导学生感悟先烈伟绩

情景教学法适用于小学阶段的各个学科教学，而道德

与法治教学也同样不例外。教师可以寻找一些革命先烈的

红色故事，并且让学生扮演这个故事当中的角色，然后带

领学生一起开展一次情景教学模拟活动。在活动过程中，

教师可以将整个故事的演绎与还原全权交给学生自己去负

责。而教师则可以作为旁白，向学生简述故事发生的历史

背景，引导学生深入感悟先烈的伟大贡献[2]。

例如，红军长征路上发生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这些

故事都可以教给学生做人做事的道理，并且让学生感受到

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红心。“

半条棉被”的感人故事传唱已久，凡是听过这一故事的人

无不为故事中的红军女战士而动容。教师可以在课上给学

生预先讲述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为接下来的情景教学作

铺垫。然后，教师就可以在班级当中选出表演欲望强烈的

学生，让他们充当此次情景教学的演员。再然后，教师就

可以作为旁白娓娓道来这一故事的背景与开篇，将学生引

入情景当中。最后，由学生来演绎这个感人的红色故事，

还原出当时红军与民众的和谐一心。这样，参加了此次演

绎的学生可以亲身体会到红军女战士的无私以及当时年代

的艰苦，而没有参加演绎的学生也可以通过观看演绎过程

加深爱国主义思想。

2.4　树立榜样人物，提供思想道德模范参照

我们的道德标准往往是建立在与他人的对比之上，与道

德水准低的人做比较只会拉低自我，与道德水准高的人做

比较则能推动我们不断提高。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在讲述

一些良好品格的时候，就需要给学生树立一个榜样人物作

为道德标杆，让学生在和榜样的对比间发现差距、形成崇

拜，这样学生才会奔着榜样的高度前进，用更严格的要求

去约束和提升自己。

例如，在小学道德与法治的爱国教育当中，教师就可以

树立不同时代的爱国人物模范，让学生感受到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下同样赤诚的爱国之情。古代面对外虏不折不

挠、宁愿以死证丹心的文天祥，忧国忧民的辛弃疾以及精

忠报国的岳飞；抗日战争中啃树皮和敌人战斗的杨靖宇，

抗美援朝战争中舍身炸碉堡的黄继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的周恩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焦裕禄……这些都是凝

聚着爱国精神光辉的榜样人物，也是用实际行动指引后来

者紧紧跟随的爱国先锋。教师完全可以借助这些典范人物

的先进事迹来感动学生、凝聚爱国氛围，帮助学生也形成

这样的爱国主义情怀，从而达到和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教

学目的。

3　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若想要树立学生的品

格，首先需要树立起一个榜样人物以供学生学习，然后就

需要通过法治观念的灌输来树立学生的规则意识，再然后

则应通过情境模拟教学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最后则是要

以课外实践活动的方式来帮助学生知行合一。如此，经过

系统性的道德与法治课堂培育，学生的思想将会得到洗

礼，良好品格也将会在不知不觉间树立。另外，教师也要

在道德与法治领域持续深耕，不断思考培养学生道德观念

的方法，如此才能将良好思德与法治思想根植于下一代年

轻力量的心灵沃土，为学生的成长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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