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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导向下小学道德与法治的教学 
胡秀兰 

（东省惠东县稔山中心小学） 

摘要：小学道德与法治旨在帮助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确立价值体系、提升学生素养等的一系列教育。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小学生接触越来越多的网络信息，学生的思想也随着这些而改变，感染了许多社会不良风气，这就需要进行道德与法治教育，帮助

他们恢复正轨，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去前进。道德与法治教育工作是需要跟着时代一起发展的，时代不同，学生的思想也就

不同。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是成就学生学业与个人建设的一个重要引导，实践一般都是由思想道德指引后去做，所以，有一个正确

的思想方向以及价值观的引导是非常必要的，让它指引着学生探索世界，实现梦想。本文将在基于核心素养谈如何进行小学道德与

法治教育，对现在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现状做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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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的内涵是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

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一

句话既说出了核心素养的基本内涵也说出了它的重要性。现代教育

讲究全面发展，教师应该带领学生在一个优良的教学环境下进行教

育，在全面发展的同时核心素养的培养必不可少。提升核心素养对

学生非常有利，在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必须要培养学生的学科素

养，为学生日后的发展做足准备。对于小学学生来说，纯理论课程

有些枯燥，只有先提升学生学科素养，再来激发学习积极性以此来

提高学习兴趣。与此同时教师也会出现问题，比如：课堂氛围营造

不起来、课程知识点讲解没有新意、教学设计不充分等。面对这些，

教师需要在教学上做出改变。 

一、纠正学生思想，树立正确的目标 
小学学生思想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他不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

坏的，全收入囊中，这会造成学生思想困扰的情况，此时就需要教

科书帮助学生健全思想体系，帮其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树立正确

的核心素养，在核心素养的引导下让他们去学习。教书育人传授知

识的前提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比起在道德与法治教材中枯燥的

理论知识，不如直接在事情中锻炼，从中获得目标。教师在道德与

法治课堂上引入趣味性东西，激发学生兴趣，帮助学生确立目标，

引导学生学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态度需要注意，教师需要又

耐心地与学生沟通，给予学生关怀，让学生可以与教师亲密的沟通。 

例如，在小学道德与法治六年级下册的第一单元《学会宽容》

这一教学内容钟，学生通过这节课要理解“宽容”这个核心素养，

通过培养宽容核心素养来提升道德与法治教学素养。教师在教学可

把趣味性知识引入课堂，以举例子的方式，让学生充分的明白，进

行思想启发，比如：在古代，有一位小禅师偷溜出去玩了，很晚才

回来，最后翻墙而进，最后他发现他并不是踩着椅子下来的，而是

师傅的背，他惊慌失措，此时，师傅并没有责怪，而只说了一声：

“夜晚天凉，去多加件衣服吧。”这是一种无声的宽容，学生也能

从中明白这一核心素养的意义，学生也能过从其中树立一个良好的

价值观。同时教师通过这个故事无形的让学生学会宽容他人，培养

学生道德品质。 

二、培养学科基础，从根本抓起 
虽说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靠纯理论不可行，但道德与法治学科

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是非常必要的。在学科基础的培养中，让学生

投入其中产生兴趣，从而实现核心素养的提升。在知识讲解中，教

师要注重基础知识的着重讲解，并且确保每个同学都可以掌握，同

时在课上知识学完后需加以复习巩固，因为巩固知识最好的方法就

是勤加练习。基础知识的掌握对于基础较差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它

有利于学生在考试中利用基础知识拿到相应题目的分数，进而提升

核心素养。 

例如，在小学道德与法治《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中，教师

需让学生知晓在这个年纪应该承担的责任，虽说多数家长认为小学

期间的学生并没有什么责任承担，但国家规定只要是公民享受了权

利就需承担相应的义务。在这个知识点中，教师需着重讲解公民的

基本权力与义务是什么。比如：平等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荣誉

权、劳动权、维护祖国荣誉义务、依法服兵役与参加民兵组织义务

等。这些知识点的掌握是每个公民都必备的，从小抓起，也是为日

后打下预防针。在此内容的教学中，教师需要让学生不断地集中注

意力听讲。这属于基础知识点，学生必须全面掌握，知识较强的同

学应该不断地加强联系，巩固务实基础知识点，并且在此基础上提

升自己。在提升道德品质的同时也不断提升法治素养，争取做个合

法的公民，同时在学校有教师的殷殷教诲，但在家中就需家长指导

相关概念。 

三、组织道德与法治活动，从中进行教育 
学生接受教育的方式可以是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也可以是有教

学意义的活动，但这两者的主体都是教师。道德与法治课堂内容的

安排需要科学合理，如此学生才会从中受益，达到教育的效益最大

化。教师从活动中去开展道德与法治教育是一种新形的方法，为此，

需教师熟练掌握过程以及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活动的设置、主题

内容、安排分工，教师都需要合理的安排，需要让每一个人都参与

其中，每一个人都需在活动中知晓活动传达的意义，让学生从这个

活动中重视这个课程，从中培养核心素养。同时这也是枯燥学习生

活中的一个放松时刻，利用活动充分的发挥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兴

趣。道德与法治课程中掺杂核心素养的培养，让学生在其中感受课

程带来的价值，树立正确价值观。 

例如，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骄人祖先，

灿烂文化》这一内容中，学习本篇课文让学生增强文化认同感、爱

国核心价值观，提升核心素养。有关爱国这一道德品质的教育中，

教师可以开展一个充满爱国色彩的活动，灌输爱国能量。比如：教

师可以在课上，安排学生去了解一些爱国人士的例子，找一些自己

喜欢的有关爱过的名言，也可以安排去慰问烈士家属，这是三个流

程，教师可以让学生在不同的学生段去完成，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

其中。这些有关爱国主义的活动有利于学生爱国这一道德品质的建

立，同时也践行爱国是爱国主义的核心理念，让祖国荣誉感始终存

在心中。 

总结：结合小学学生性格进行教学，再融入实践，践行知行合

一的理论，提升学生道德与法治素养，为学生日后的发展打下预防

针。家庭德育教育、学校德育教育，这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道德风

气的好坏。强化学生的教育，让学生的思想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

引导，促进高效学习，同时提升祖国的文化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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