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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总书记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面对
新的时代要求，思政教师如何通过思政课来守护学生的成长，
促进他们心灵的成长，需要对思政课的教学方式和方法进行创
新，实现思政课的“守正创新”。

1 　吃透教材、用好教材，上“活”小学思政课
2019 年秋季开始，小学思政课和初中思想品德课使用的教

材统一为《道德与法治》。通过教材改革可以看出，中小学思
政课的教学越加灵活。在新教材的内容更加注重贴近学生的现实
生活，设置的单元主题更加符合学生的心理，尤其是小学教材
用游戏贯穿内容，做到了文图并茂，非常适合小学生的认知特
点。在教学内容上改变了过去以文字说教为主的形式，几副简
单的画加上寥寥数语就将内容呈现出来，真正成为教师设计组织
活动、引导学生学习的资源。这也启发思政教师不能再照本宣
科，而要在吃透教材得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教材，将教材中有
利于上好思政课的因素挖掘出来。

小学思政课不能仅仅限于课上的三四十分钟，也不能只是课
本知识的口头传输，良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去生活中
认识在实践中去历练。例如在教学《安全记心上》这节课时，
为了更好地传达课本中遵守交通规则的教学思想，认识基础的交
通安全知识，可以设计一个课后实践：制作交通安全标语；在十
字路口观察行人车辆的交通等等。使学生能从课本知识走向广阔
的现实生活，从而把一节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延续为一个长期的道
德行为养成过程。

2　融入本土红色教育资源，深化育人效果
红色历史和文化即使小学思政课的重要教学内容也是培育人

才的重要资源。小学生从小接受红色文化，不仅可以了解国家的
过去和现在，还能接受思想的洗礼，所以，思政教师要在红色教
育资源上开展教学研究。首先挖掘教材本身的红色教育内容，适
当拓展教材内容，进行整合利用，为课堂教学形成重要支撑。

对学生展开思想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教师要形成“接轨”
思维，将教材与学生生活联系起来，真正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作
用。同时要注意结合当地独有的历史。比如宁夏有不少红色资源，
最著名的就是毛主席的诗词《过六盘山》，毛主席在宁夏住过的地
方；银川市有不少革命先烈工作过的地方，还有烈士牺牲的故事；
宁夏博物馆中的红色文物很多都和宁夏历史密切相关，等等，这
些都可以被运用到小学思政教学中，让小学生对本土历史、文化
产生认知和理解，自觉建立红色情结，接受思想熏陶。

3 　改变思政课刻板印象，开辟“第二课堂”
提起思政课，往往是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就是教师向学

生灌输一些大道理，诚然思政课的主阵地在课堂，但是课堂外也
有教学育人的无限资源。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思政课需要改掉刻板形式，从“纸上”走向“躬行”，实现
形式创新才能吸引学生的。例如有的思政教师尝试将思政课搬到
田间地头，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深入自己班的责任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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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党和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立德树人本就是教育的宗旨。小学思政课要实现这个根本任务，
需要思政教师创新守正，通过课堂内外的引导和教育，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如何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创新小学思政课课堂
教学，需要思政课教师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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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玉米等农作物，认真仔细的观察各种蔬菜的生长特点，用
心为蔬菜除草、松土。通过活动，让孩子体验了教育中缺失的劳
动知识和技能，培养了吃苦精神和责任感。这样感悟式、体验式
的思政课，通过浸润式的教育寓教于乐，让学生加深印象。同时
也是指导学生个体进行自我教育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田间地头的思政课堂”，不仅丰富了思政课的内容还开阔了
学生的视野激发了学生的参与兴趣真正让学生唱主角给子们幼小
的心灵埋下“家乡美”的种子提升他们的责任感与参与热情让小
学生在思政课中找到存在感、获得感。“乡间思政课”不仅丰富了
思政课的内容，还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激发了学生的参与兴趣，真
正让学生唱主角，提升他们的责任感与参与热情，让学生们在思
政课中找到“感觉”。

4　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思政教学中的潜力
校思政课借力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度融合，让学生“动”

起来，使课堂“活”起来，更好地发挥在立德树人中的引领
作用。信息技术的运用当前已经成熟，视频、音频与教学内容
相得益彰，很适合小学生的认识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教学APP 的运用需要进一步挖掘。例
如现在学校使用的钉钉教学助手，可以用于回答问题、发送投
稿、随机点名等学习活动，在上课的PPT中建设互动课堂，插入
单选题、多选题、投票、主观题、试卷、慕课视频等课堂互动和
课后复习内容等等。这些功能都使思政课变得更加灵活，对于信
息技术下成长起来的小学生，更具吸引力和参与性。

5　结语
总而言之，新时代下的小学思政课要担负起更加积极的育人

作用，尤其是针对小学生更好“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全面贯
彻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思政教师要打破原有的认识，在
教学理念上实现突破，将课堂与生活联通，打破有形教室的束缚，
将思政课带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即要深入挖掘教材资源，又要联
系当地的红色资源、校园资源，不断丰富和发展学生们的经验、情
感、能力、知识，引领学生幸福成长，为他们成长为新时代下的
美好少年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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