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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网络下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策略探析 
吴婷婷 

（保联小学） 

摘要:随着小学教育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有效使用对于小学政治课堂越来越重要。现阶段的教育体系中，不论是对于哪一门学

科，多媒体教学相比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课堂效率更高、更容易激发起同学的学习兴趣、加深同学们对于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充分

调动课堂的活跃程度。尤其是对于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来说，多媒体教学是传统教学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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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道德与法治》教学，大纲的要求更加侧重于学生的身心

健康、健全人格、正确价值体系的培养，并不是像语文、外语一样

要求学生熟读熟背课文。如果用多媒体向同学们展现课本内容，表

现形式更加生动具体、知识呈现模式多样化，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极大提高课堂效率。利用多媒体网络还能够通过当前社会

所发生的热点新闻，结合书本内容进行有效教学，这样的教学方法

打破了以往的禁锢、改变了传统死板的教育体系，更符合教育改革

背景下的育人模式。 

一、运用多媒体教学、创造轻松的教学氛围 

小学生的本性活泼好动，对于新事物充满好奇，因此轻松、活

泼、新颖的教学情景能够有效的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但是由于小学

生的固有天性，他们专注于课堂的注意力一般只能坚持在十五分钟

左右，如果在一堂课上的教学方式固定守旧，那么学生的专注程度

肯定达不到教学要求，教学效果难以保证。由于多媒体集文字、身

音、图像、动画为一体，将课本上的知识内容活灵活现的通过多媒

体展现在学生面前，为学生创造出轻松愉悦、身临其境的教学氛围。

因此灵活运用多媒体教学能够让学生充分投入到《道德与法治》课

堂上，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例如在《生命最高宝贵》的这一章节里面，结合本节课的大纲

内容，先让学生充分了解生命的意义，掌握生命是最宝贵基本概念。

通过多媒体播放相关人物事例，让学生能够领悟到生命的意义，产

生对于生命的敬畏心理。从传统课堂切换到互联网教育模式下，能

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老师讲授过渡到多媒体教学，能

够加深对于课本内容的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利用真实的人物事

例能够减轻学生对于道德与法治这门课程的陌生感。 

二、增强课件的生活情景、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 

新课改的背景下，大纲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道德与法治》作为一门培养学生人文综合素质、行为习惯的学科。

在实际教学中仅仅局限于课本难以达到大纲教学的要求，课本上枯

燥陈旧的例子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如

果将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事例作为课程的切入点，同时结合课本，通

过生活的例子过渡到《道德与法治》的教学更能够激起学生的学习

兴趣，有助于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例如，在学习“班级生活有规律”这一章节时，可以通过在早

读有些同学不能按时到校、生活中经常看见行人乱穿马路、不遵守

交通规则、午餐时间存在浪费粮食的现象来展开教学。这些都是我

们生活中最生动形象的例子、贴近学生的生活。 

老师在生活中搜集素材、录制视频、制作 PPT，运用多媒体手

段展现在同学面前，这种教学素材源于教材却又高于教材。通过入

情入境的场景教学将道德与法治教学与日常生活紧密融合，学生可

以从中获得更多感触，切身体会到道德与法治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逐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社会规章制度的意识。 

三、加强网络道德教育 

在当前中国互联网如此发达的时代，熟练操作互联网技术对于

小学阶段的学生并不是一件难事。因此，我认为网络道德教育应该

成为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中的教学一部分。尤其是在教师运用

网络环境展开教学的情况下必须让学生明白互联网有其两面性，互

联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便利，但是如果使用不恰当就能给

我学生的生活、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正是因为网络信息具有传播广泛、速度快等特点，因此导致网

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优质的网络能够开拓视野、丰富知识，但是

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自制力差、好奇心强，如果稍不谨慎就会接

触到一些不良信息。不仅仅会导致前期道德与法治的教学工作前功

尽弃，还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因此，在道德与法治的实

际教学中，教师要加强对于学生的网络教育，提高他们在网络上的

自制力和辨别能力，指导学生掌握有效的辨别方法，避免学生误入

深渊。 

四、结语 

总而言之，多媒体网络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在道德

与法治教学过程中灵活使用多媒体、互联网手段，选择生活中最为

常见的素材，将课本与学生丰富多彩的生活联系起来，能够增加课

堂的时代性、拉近课本与学生的距离。但是在网络信息社会，如何

有效推进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需要引起相关教育学者的重视，

要提高学生对于网络信息的分辨能力和自制力，明确当前多媒体网

络教学下的不足之处，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许让.多媒体网络下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策略探究[J].考

试周刊,2021(13):111-112. 

[2]王马金.多媒体网络下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策略分析

[J].考试周刊,2021(01):107-108. 

[3]毕维志.多媒体网络下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分析[J].新课

程教学(电子版),2020(17):37-38. 

[4]高庆珍,隆玉荣. 多媒体网络下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探索

[C].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2020 年教育创新网

络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管

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2020:425-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