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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实践探究 
马热依班·哈布力别克 

（新疆塔城市窝依加依劳牧场铁列克提中心小学  新疆  塔城  834700） 

摘要：将我国传统优秀文化渗透到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一个长期的教学过程，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更加深入地了解学生，为学
生引入一些与学生生活想接近的实例。在教师与学生交流以及学生与学生交流过程中促进学生良好品质的养成，为学生今后的发展
做好铺垫，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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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在开展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时也

是为了培养孩子的民族意识，唤起孩子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让
民族文化在孩子的内心根深蒂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传统文
化的在《道德与法治》的课堂上转换为容易让孩子理解的内容，提
高课堂教学的质量。 

一、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相结合的意
义 

1 可以快速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经过了无数朝代的见证与考验，清楚的证

明了它所蕴含的道理经久不衰，这些优秀的文化精神潜移默化地影
响传承者们人生三观的树立。历经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可谓
已经到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阶段，将其完全渗透融入小学《道德
与法治》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效帮助小学生树立正确三观。 

2 有效帮助青少年提升道德文化素养 
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小学生们树立良好的道德信仰。通

过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符合时代发展的道德观念。长久以来，
优秀的传统文化造就了我们传统的道德精神，经过历史的沉淀岁月
的变迁，在日积月累中我们的传统文化逐渐升华为伟大的民族精
神、生命信仰。 

二、《道德与法治》教学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实践策略 
1 构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教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师在制定教案设计时，要科学详尽的将

课堂知识与学生日常生活有效结合起来，确定明确的教学目的及问
题探究，构建出对应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教学情境。以引发学生学习
兴趣及课堂参与度，促进学生道德与法治水平及学习成绩进一步提
升，满足新时期素质教育要求。例如，教师在讲授《校园里的号令》
这一课节时，就可以通过营建日常校园学习生活模式进行教学诠
释。首先，教师讲述了小学生在学校生活学习离不开规则秩序。其
中所谓的规则秩序，即是指校园生活的一种有序化状态。通常涵括
了学校管理秩序、教学秩序以及校园场所秩序等等。一旦失去这些
秩序，校园日常学习生活将会混乱不堪。我国从古至今亦是礼仪秩
序之邦，教师依据课堂教学内容构建对应文化传承情境，对学生开
展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教学。如中国古时孔融让梨等故事，让学生懂
得礼让、秩序是我国几千年以来的优良美德。并且，《道德与法治》
教师还联系学生在学校班级的学习生活进行了延展教学，即日常出
入教室要和谐有序，上下课按照学校铃声来实行等，使学生更加生
动直观的理解掌握课堂知识点。 

2 与家长互动交流促进传统文化传承实效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要及时更新教学理念，与学生家长紧

密沟通，以便实时掌握学生生活学习状况，将传统文化传承融入到
道德与法治教学引导中，实现良好教学实效。比如，《道德与法治》
教师通过与学生家长进行长效沟通，以将传统文化传承融入渗透到
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中，更好的促进学生德育水平及核心素养显著提
升。教师可以每周定期为学生布置 2 次课后作业，即是为自己的家
人长辈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如帮助做家务、或陪伴其散步、亦或者
洗一次脚等。利用这些学生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的小事，增进了学
生与家人长辈间的亲子关系，潜移默化的完成了传统文化的渗透教
育，有效提升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及教学引导实效。与此同时，教师
还要求学生在完成德育作业后，交一份当日的心得体会，以自然流
畅的语言表达出内心的真情实感，在下一节上课时交予教师批改。
此外，教师还鼓励家长多引领学生参与积极阳光的社会公益活动，
使学生通过这些有正面意义的社会活动，树立公共服务意识、在日
常生活中传承尊老爱幼、文明礼让的传统文化美德。如参加社区组
织的绿色环保活动，家长以身作则，引领学生投入到积极的义务环
保维护中，帮助学生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
通过与家长互动交流，不仅全面了解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状态，支持
家长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进行传统文化传承，有效增进家长与

学生的亲子关系，显著提升学生道德与法治学习成绩及核心素养，
良好的践行传统文化传承实效。 

3 游戏教学，美德熏陶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打造快乐课堂、趣味课堂，道法教

师可以通过创设课堂小游戏或者小活动的方式，调动学生的参与热
情，使学生能够在和谐共融的大环境下领略传统文化的真谛，端正
学生的个人品行，让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的学生融入集体环境中来。
在教学《分享真快乐》时，教师首先向学生讲述孔融让梨的故事，
孔融在四岁时就懂得分享，将大梨分享给哥哥，自己却留下一个小
梨。当孔融长大以后也成了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教师讲完这个故事
后，可以选择 5—10 名学生代表来到讲台前，根据故事以及教材内
容，做一个分享真快乐的小游戏。假如参加游戏的学生人数为 10
人，教师将事先准备好的糖果盘道具放到一名学生手里，其余的 9
人手里没有糖果，而盘子里的糖果只有 9 颗，如果这名学生将糖果
全部分享给 9 名学生，自己将得不到糖果。在这种情况下，看一看
该学生的表现。如果分享完毕后，盘子里没有剩下糖果，就说明该
学生已经懂得了分享快乐的道理，教师应带头为这名学生鼓掌。通
过与经典传统德育故事相结合的方法，使学生的个人德行上升到一
个全新的高度。 

4 赋予行动，以德为美 
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将传统文化精髓运用

到现实生活当中，每一个学生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通过自己的实
际行动践行传统美德。以《父母多爱我》为例，教师首先让学生阅
读教材中的内容，使学生感受到：父母的爱是香的，像鲜花；父母
的爱是甜的，像蜜糖；父母的爱是清新的，像森林中的草地；父母
的爱是宁静的，像蓝天上的白云；父母的爱是柔软的，像轻风和细
雨；父母的爱是温暖的，像阳光和炉火。然后再升华父母的爱，借
用古代孝敬父母的感人故事，让学生领悟到父母有多爱自己，如唐
朝杨乞彩衣养亲、周朝闵损单衣顺母、晋朝王祥卧冰求鲤等。接下
来，教师给学生布置一项家庭作业，回到家以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表达对父母的爱，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第二天，学生将自己的真
实感受写成一篇简短的作文，并在全班范围内朗读。通过这种方法，
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将扎根在每位学生的心底。在净化心灵的同
时，学生对自己的父母也报有感恩之心。 

5 组织德育实践活动 
随着传统文化在教学中不断地渗透，教师可以利用多样化的教

学活动来加强道德与法治教学的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参与到学习中
的积极性，提升整个课堂的教学效率。例如，在“我们爱整洁”的
相关教学活动中，教师就可以为学生组织“校园环境我来保护”的
实践活动，要求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开展教学，鼓励学生到校园中捡
起乱扔的垃圾，并对垃圾进行合理的分类。在活动参与过程中，小
学生会意识到自身既需要保持自身的整洁，又需要为校园一个整洁
的面貌等，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也会得以更加有效的增强。在实践
活动中，教师需要多多观察小学生，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并
且养成正确的情感价值观。 

结语 
在结合传统文化进行道德与法治教学时，可以为课堂教学为主

体，家庭、社会等方面共同合作。并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并结合当今社会，寻找合适的教学切入点，不断创新教学模式，不
断为教材充实内容。这样就可以让传统文化在德育教育中充分发挥
作用，实现培养和践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立德树人的
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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