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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视域下小学道德与法治的教学路径探究 
方珮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吴淞江实验小学  江苏苏州  215100） 

摘要：新课改背景下对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需要教师促进学生道德素养的提升，增强个人综合能

力，另一方面还应该具备跨学科理念，加强跨学科资源整合，推进道德与法治课程和其他课程知识有效融合，丰富道德与法治课程

教学内容，从而持续改进道德与法治教学水平。基于此，本文从当前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问题出发，并基于跨学科视域下提出

道德与法治教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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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higher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 teaching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courses in primary schools. On the one hand，teachers need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moral literacy and enhance their personal comprehensive 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they should also have 

interdisciplinary ideas，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ources，promote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courses and other courses，enrich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courses，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in primary schools，and proposes the teaching path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based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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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实践性以及综合性等

特征，其中涵盖了我国历史、传统文化、心理学、实践活动等多方

面的内容，各个领域知识相互融合[1]。因此，单纯借助单一学科知识

进行教学，难以满足该课程中多维度、多层面的知识和思维发展需

求。在此背景下，需要小学教师重视跨学科教学，树立起良好的跨

学科理念[2]。跨学科这一理念主要是建立在多元智能理论基础上而成

的一种教学思路，主张突破各个学科之间的局限，充分整合各个学

科中的优势资源，加强教学理念、教学方式、知识内容以及教学设

计等方面融合。通过开展跨学科教学，不仅可以帮助教师突破学科

教学思维束缚，而且有利于学生思维扩散和认知提升，更好的理解

生疏知识，对社会现实有着更加全面、深刻的解读，不断提升道德

与法治教学质量，更好的实现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目标。 

一、当前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问题 

（一）教师对教材知识把握不准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以培养学生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国家意

识为主要内容，课程内容和时代发展紧密联系，揭露了社会中各种

真实、尖锐和矛盾问题，因此也涵盖了众多的知识点，比如常见的

批判精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格物知致”。此类内容往往比较

深奥难懂，体现了较强的理论性和专业性，因此许多学生无法及时

理解。同时，因为道德与法治课程教材内容知识点极为复杂，知识

量较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讲解过多的知识点，会极大程度干

扰学生对于政策深度的解读，增加学习压力；而如果讲解的知识点

较少，则会导致学生能以完全理解相关知识点[3]。由于现阶段许多教

师不能有效的把握教材内容深度和广度，在对道德与法治各种新知

识的处理中还有所欠缺，导致学生对知识学习失去兴趣 

（二）教学模式滞后 

新形势下，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更加重视学生核心素养养成，

适当降低了学科知识比重，主张采取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模式[4]。但

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教材中包含了各种新知识，学习难度有一定提

升，教师为了加快完成教学任务，往往在教学中不间断讲授知识，

学生单向被动接受知识 

（三）教师知识储备单一 

道德与法治教材内容涉及到了多个领域的知识，对于教师教学

理念、知识水平、教学技能等提出更高要求。而许多教师知识储备

较为单一，难以满足该课程教学需要，同时教师的素质水平也无法

支撑本学科课程教学[5]。 

二、基于跨学科视域下道德与法治教学路径 

（一）跨学科整合知识内容，丰富课程资源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材中，从不同领域和维度加强了对小

学生的责任教育、自信教育以及文化教育等，目的在于促进小学生

身心发展和健康成长。比如在心理学方面的“青春萌动”、“刻板印

象”等内容；在语文学科方面，通过各种古诗词、书画等体现中华

传统文化内容；在历史方面，借鉴了各种史实和人物典故。因此在

道德与法治教学期间，如果教师忽略课程中的多科学知识和资源，

那么将使得课程教材编写价值无法体现，而如果花费大量时间为学

生进行传授，又会给教师带来极大的工作负担。所以，教师应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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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学科资源整合，充分利用多学科中的优势资源，从各个角度出

发设定相关的题目，整理编辑成为课外读物。通过这种形式，不仅

能够有效的解决在教材中此类内容突兀出现而导致学生无法理解的

情况，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学生视野，丰富学生见识[6]。例如在历

史学科方面，可以将其分为多个不同的板块，包括生命赞歌、时代

激扬、家国情怀、明礼守信等内容，引导学生和史实内容相结合，

对现今社会及其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例如在心理学方面，教师和心

理常识相结合，设立出“舞动的青春”、“情绪色彩”等板块，为学

生讲解心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帮助学生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在语

文学科方面，教师深入挖掘国学精髓，设立“古诗词鉴赏”、“说文

解字”等板块，引导学生主动阅读传统经典文化，在此过程中陶冶

情操，提升文化素养。在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进行多学科资源整

合，一方面实现对现有学习资源的充实，另一方面也弥补了教学“后

力”欠缺的问题[7]。 

（二）与多媒体信息技术课程相整合，开展翻转教学 

在道德与法治教学期间，教师可以合理运用现代多媒体信息技

术，将图像、音频、视频等内容融入在教学环节中。同时，教师还可

以将需要传授给学生的内容制作成为“微课”，开展翻转式课堂教学

模式[8]。也就是在进行道德与法治课程开始之前，教师首先让学生对

所学知识内容进行初步的接触、了解，通过这种方式有助于解决以往

小学生由于课程知识量大、抽象难懂而无法理解知识的问题，进一步

降低学生对道德与法治课程学习的难度，充分发挥教师在课程教学中

的引导作用，促进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比如在进行法律知识教学时，

教师可以围绕相关内容制作出《我国法律进程及其作用》的微课；在

进行“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教学时，教师可以结合课程知识内容制

作出《国家安全的表现》的微课；例如在进行“以礼待人”教学时，

教师可以结合课程内容制作出《礼仪风俗》的微视频。 

（三）和语文学科相整合，开展主题式教学模式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和语文学科具有共通之处，两者都具备良

好的德育作用，并且在对于教学内容的表述上都主要采取的是语言

文字这一表现形式，所以在教学手段方面两者能够相互有效的融合、

渗透、借鉴[9]。例如在进行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体

现出语文学科中的“工具性及人文性统一”这一特点，发挥学生在

语言文字欣赏以及阅读方面的能力，开展“主题式教学”，通过促进

学生阅读不断提高其分析和理解能力，在欣赏文字语言的过程中培

养学生情感，从而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以《家

的意味》这一文章教学为例，教师设立出“我认为的家规家训”主

题，以“孝亲敬长”这一中国优良传统作为切入点，为学生深刻解

读“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所蕴含的母爱、感恩等情感内容。

随后教师为学生举例各种家风家训，全面阐释“家”这一深刻内涵，

让学生感受到“家”的意义。并结合“诚实守信”、“家和万事兴”

等内容从各个维度向学生解释育德为先、团结友爱的优良家风。通

过上述学习，让学生对“家”形成重新认知理解，充分认识到家庭

环境帮助了自身品性修养以及个人成长，以更加努力的学习来回报

亲人。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将感性认知内化于心，养成良好的

道德素养，增强学生的素质修养。 

（四）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相整合，促进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提

升 

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品德教育中，始终体现着明显的实践

化、活动化等特征。对于小学道德与法治这一学科来说，不仅重视

学生思想观念的培养，也关注学生行为养成。因此，教师在开展道

德与法治教学时，可以整合应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项目式教学

方法，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综合素养，引导学生进行社会

观察、价值判断以及思考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合作交

流及表达能力，培养创新思维，强化实践能力。比如在进行《服务

社会》这一课教学时，教师为学生设立“环境小卫士”等各种主题

的公益活动，明确公益活动的内容、形式，组织学生调查小区中垃

圾乱堆乱放的情况。将全部学生分为多个合作小组，各自负责相应

的调查内容，深入社区和各个小区中进行走访，调查掌握垃圾乱放

的情况，主动向他人宣传环保、卫生以及义务劳动知识，并协助配

合有关部门相关卫生工作的开展。通过视频、演讲、图片展等形式

进行实践成果的展示，让学生主动表达在实践中的各种收获和体验，

增强学生合作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责任感，树立为他人奉献的观

念。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阶段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依然面临着教师

对教材知识把握不准、教学模式滞后、教师知识储备单一等问题。

因此，要求教师积极进行跨学科资源整合，从道德与法治课程教材

的编写立意和教育目标出发，强化对于跨学科优势资源整合，拓展

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加学生对于课程知

识内容的理解，不断提升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综合思维，从而

全面推进课程深度学习和教学改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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