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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活化理念倡导将教材中的理论知识根植在现实生活中，促

使学生能够“学而用”，对于道德与法治课程而言，应用生活

化理念，不仅倾向满足教学要求，而且会逐渐地培养学生具有

生活根基的道德情感，使其能够热爱、品味生活，积累更多的

生活经验，从而能够提高教学成效。另外，在生活化理念的影

响下，能够促进道德与法治课程走上革新的步伐，这就能够满

足新课改的要求。

1　生活化理念对小学到与法治教学的启示分析

1.1需要充分运用生活资源

生活化理念倡导将学科内容与生活中的内容联系起来，利用

现实启发每位学生，使其能够理解某种教材中阐述的道德理论，

并且由于道德与法治本身与实际生活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能够

通过生活现实反映道德理论，这会有助于开展教学。

1.2 需要加强思考、实践能力

从实际的应用过程来看，生活化理念可以解释为脚踏实地探

究学科知识，能够逐渐地提高自身的生活意识，这就意味着实践

性是要素，需要教师能够组织教学实践活动，如教师可以通过在

课后练习、实践中融入一些能让学生体会到道德与法治信息的小

活动与小任务，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探究课程中学习的知识。

2　生活化理念下的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的策略分析

2.1应用在教学目标设计上

教学目标是开启一堂课的重要初始端，若能将生活化理念应

用在教学目标设计上，要求紧贴生活，体现出课本中的内容，促

进个性化发展，在此要求下，可以优化道德与法治的教学目标，基

于某种道德理论，较为全面地融入生活化理念。例如，在教学《团

团圆圆过中秋》之前，由于课本中包括大量关于中秋节的内容，可

以分别设计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三个方面的教学

目标，如在知识与能力的目标中，要求引导了解传统的中秋佳节，

认识该节日的民俗活动和予以，了解该节日的历史渊源。在过程

与方法目标中，要求运用交流探讨的方法，体会中秋节中的亲情、

友情，以及表达的思想。在情感态度目标中，要求理解中秋节的

精神内涵，形成敬爱父母、珍视亲情的价值观；在教学《做学习

的主人》之前，由于主要讲述关于学习的内容，可以分别设计知

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三个方面的教学目标，如在知

识与能力的目标中，要求通过举例引导学生热爱学习，使其敢于

克服困难，提高学习能力。在过程与方法的目标中，要求运用互

动探讨的方法，促使小学生渐渐地认识学习方法。在情感态度的

目标中，要求具备积极主动的学习精神[1]。

2.2应用在教学过程中

生活化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常常表现为互动形式的教学活动，

需要学生在活动中表现出较强的互动性、主动性，同时利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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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其探究课本中的学科知识，因此在应用到道德与法治课程后，

可以利用互动教学活动深度教学，促使小学生能够主动学习。例

如，在教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时候，会通过举案例的

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同时指引所有学生进行探究，如2020年某地

杨某自愿征兵入伍，但是由于受不了军队的高强度训练，不适应

部队生活，多次提出离队申请，在部队官兵再三劝阻下，依然于

事无补，最终被部队予以除名，利用该案例，可以提问说：“杨某

某没有尽到哪些义务？”，要求利用课本进行探讨；在教学《生活

离不开规则》的时候，会通过模拟场景的方式，邀请某些学生演

绎生活情境，再由此展开探讨，如在课堂中，要求两位同学分别

饰演被车撞到的行人，以及开车的司机，剧情设定为行人被闯红

灯的司机撞倒，要求其他观看的同学作为“交警”，判定两人的职

责，由此展开探讨。

2.3应用在教学评价上

在生活化理念的要求下，教学评价需要基于实践经验进行评

价，促进每名学生能够适应真实的生活，若用在道德与法治课程

上，一方面需要总结教学活动的经验，另一方面需要予以指导，有

利于提高教学效果。例如，在教学《多元文化 多样魅力》的过程

中，会提问说：“为什么我国要搞外交活动呢？为什么要努力地宣

传中国文化呢？”，某名学生在回答时，虽然说清楚是我国发展的

必然需要，但是未能谈到关于文化融合的内容，这就可以在评价

时，一方面称赞已回答的内容，另一方面可以提醒学生外交活动

正式向外宣传我国中国优秀文化的大好时机，促使越来越多的外

邦与我国建立深厚的国家友谊；在教学《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的

过程中，会提问说：“为什么要传承民间艺术？”，某名学生会关

于民间艺术的精彩内容进行阐述，但是忽略民间艺术与传统文化

的关系，这就可以在评价的过程中，先称赞学生能够认可民间艺

术的形式，再结合传统文化讲述民间艺术的意义，这就能够使其

充分地认识民间艺术[2]。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活化理念相对传统的教育观念，属于崭新的

观念，要求各方面都要体现出生活气息，如在目标、过程中，都

要添加体现生活化的内容，而道德与法治教材中本身具备许多与

生活相关的内容，如民族风俗等，这就意味着能够与生活化理念

相通，可以实施在学科教学过程中，有助于教学课本中的内容，能

够体现出涵盖的道德理论，从而有助于提升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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