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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思想品德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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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曲县江盘镇中心小学  甘肃省甘南州舟曲县  747000） 

摘要：2016 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思想品德替代了原课程品德与生活，此举可以看出有关部门对于德育和法治精神的重视程

度。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务必提升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这就对我们德育教师在培养小学生道德素质、强化学

生法律意识，尤其是对教学方法的创新、对教学效率的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引起重视、认真对待，切实教出水平，教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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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思想品德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育人课程，是对学生进行道德

教育的主要方式，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起着

基础性的作用。作为一名教师，必须站在一定的高度去认识当代思

想品德教学工作的重要作用，不断探索好的教学方法。 

一、小学思想品德课堂教学现状 

结合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小学思想品德课堂教学现状差强人

意，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具体来说，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

一，教学内容滞后。现阶段，小学思想品德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时，

甄选的教材内容比较滞后，基本上都是照搬教材上的内容进行，忽

视了教学内容的创新和优化。如此，致使小学思想品德课堂教学内

容枯燥无味，缺乏生机与活力等。而针对小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来

说，学生生性活泼好动、思维灵活，这种枯燥、滞后的教学内容常

常会使学生在学习中产生抵触心理，甚至在课堂上出现走神等现

象，严重制约了课堂教学效果。第二，缺乏互动。促进师生之间、

生生之间有效地互动和沟通，是构建高效课堂的关键。但在现阶段

的思想品德教学中，受到应试教学理念的束缚，教师常常在课堂上

占据“绝对权威”的地位，小学生迫于教师的压力、自身害羞等因

素的影响，致使其在学习中出现了明显的被动状态，不敢与老师进

行沟通和交流，也不敢将自己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第三，课堂教

学以讲述为主。对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受到年龄、认知水平的制

约，小学生在以往的学习中并未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致使其在学

习中出现了三分钟热度的现象。同时，作为小学思想品德教师，在

实施课堂教学之前，并未对教材内容、小学生的认知特点进行科学、

合理地分析，而是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盲目开展教学。在这种情况

下，教师基本上都是采用直接讲述的方式，按照教材上的内容进行

口头灌输，致使课堂教学方式单一、缺乏新意，难以真正提升小学

思想品德课堂教学效果。第四，缺乏社会实践活动。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同时也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在现行的小学

思想品德课堂教学中，教师常常受到应试教学理念的束缚，将课堂

教学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集中在理论知识教学中，忽视了课外实践

活动的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小学生基本上都是通过想象的方式，

对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进行猜测，难以真正实现知识的灵活运用；还

有部分教师虽然已经开展了社会实践活动，但依然采用演示的模

式，致使学生处于被动的模式下，难以真正提升实践教学效果。 

二、小学思想品德教学策略 

（一）进行谈话、讲解等说理教育 

教师要及时发现学生思想上出现的问题并和学生交流看法，让

学生懂得一些道理，对学生的品德特征、家庭现状、本人表现要有

充分的了解，以便更好地进行教育。依据所学内容的难易程度，可

以进行细致的讲解，也可简要交代，还可以通过黑板报、手抄报等

形式，让学生自己了解相关内容。每个学生都有个性，对每个事物

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当学生的想法或表现不符合道德要求和标

准时，做教师的要善于引导，转化思想，让错误的观念回归到正确

的方向上来。 

比如，可以表扬一个内向的学生说：“虽然他有点内向但劳动

很积极，乐于助人，只要以后开朗起来就可以和大家融合在一起

了。”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性格或品德方面的缺陷，及时表扬和鼓

励，就会让该学生重新有自信心，其自尊心也受到了极大的保护。

他也知道了自身的价值所在。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时还会出现厌

学、叛逆等行为，这时教师要善于指导，谈话教育，不能强行说教，

要充分以品德教材内容为核心，巧妙设计说理教育内容，增强教学

新鲜感，让他每天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日积月累，提升其道德

素养。小学品德教学离不开谈话、说理教育，教师要以课本内容为

中心，结合学生的个性特点，灵活、有效制定说理、谈话教学策略，

将品德教育课变得高效、生动。 

（二）树立榜样，促成良好行为 

教师要利用小学生模仿意识强、可塑性强的特点，结合教学内

容和目标，举出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以及树立班级、学校的同学为

榜样，列其高尚品格和行为加以分析，让学生感到值得学习，把对

英雄人物和先进代表的仰慕之情转化为道德行为习惯。把树立榜样

这个重要经验真正运用于品德教育当中。在树立榜样进行品德教育

时，应当注重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教师首先要具备高尚的道德、

渊博的知识、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并且能够关注学生的身心健

康和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人格，怎样要求学生的也要怎样要求自

己，这样才会起到榜样示范作用，从而影响到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

另外，学生的榜样作用也有着重要作用，因为学生之间比较熟悉、

亲近，先进学生的榜样示范作用能激起学生的学习欲望，渴望自己

也变得优秀，教师要积极宣传他们当中的好人好事，引导学生品德

走向正确的方向，这些榜样可以在班干部中培养，也可以在学生中

寻找充满真、善、美的行为，这样会让学生懂得朝着正确的思想方

向前进，促进大家由原来不愿做好事到主动做好事改变，学会控制

自己不合道德观念和标准的行为。只有让学生感到榜样的先进事

迹，才能激励他们品德向善，积极进取。 

（三）开展生活化实践活动 

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经明确指出：“学校必须要给学生一种

生活力。”学校在开展教学时，不仅仅要关注学生理论知识学习，

还要注重知识与实践的结合，运用知识指导实践，通过实践来更好

地理解知识，丰富体验，强化课堂教学效果。一方面，积极开展生

活主题实践活动。在生活化的教学中，教师可结合教学内容，立足

于学生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一系列具备生活化的主题实践活动，

确保设计的主题实践活动涵盖学生的各个方面，让学生能够在活动

中感悟、理解主题中蕴含的思想品德知识，优化学习效果。另一方

面，在课堂教学之余，还应灵活借助各种纪念日、节日等，举办相

关的生活化实践活动。具体来说，可依托清明节、重阳节等传统节

日，开展扫墓、慰问老人等活动，促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受到教育

和启发；还可以依托学校的各种仪式活动、少先队活动等，促使学

生在实践性的活动参与中收获知识、获得感悟等，最终达到既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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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例如，在“绿色小卫士”这一单元教学完成之后，为了达到既

定的教学目标，就开展了一次生活实践活动：以“固体废弃物”作

为切入点，带领学生到学校附近处理堆积的固体垃圾，撕毁墙上粘

贴的小广告等。如此，学生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意识到了固体垃圾

的污染和危害，强化了自身的环保意识。 

（四）鼓励学生自主探究 

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小学思想品德教师要认识到此课程的教

学目的是引导学生更好的成长与发展，培养学生讲文明、懂礼貌。

为此，教师要提高对体验式教学的重视，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的

感知、丰富学生的体验，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教师在为学生布

置体验任务时，要明确教学目标与相关的知识点，激发学生的探究

热情，为体验式教学奠定良好的基础。激励是有效提升学生探究能

力的动力，教师要通过激励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发挥出自主性与独

立性，同时让学生感受到自主探究的乐趣与成就感，使学生在思想

品德课堂中发挥出主动性与探究能力，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学习体

验，提高思想品德课程的教学成效。 

例如，在讲授《欢欢喜喜庆国庆》一课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回

顾国庆节的庆祝体验，将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进

一步了解国庆节，并将庆祝方式逐一记录下来，在此过程中让学生

了解国庆的内涵与意义。 

（五）提高故事教学的趣味 

故事教学法是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方式，而思想品德课堂更是

提高学生基本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需

要将故事教学法和思想品德课堂进行结合，以此来提高教学效果。

当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需要重视故事的趣味性，这样才能更

好地对学生起到引导作用，帮助学生学习思想品德相关知识，进一

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实际上，故事从生活中来，更要到生活去，

很多生活中的故事也值得人们深思。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更

加喜欢生动、有趣的故事，这样才能吸引他们的课堂注意力。另外，

提高故事的趣味性还可以满足学生的好奇心，促使学生更加积极、

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中。 

例如，在学习“吃饭有讲究”时，教师就可以以更加趣味性的

方式帮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中。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还需要

给予学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加深学生对故事的理解程度。除此之外，

教师可以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采取一些手段帮助学生产生情感共

鸣，如播放音乐、展示相关图片等，这些都可以达到提高故事趣味

性的效果，也能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如教师在教学“在操场上”

时，可以将学生在操场上进行活动时的行为与文章相联系。除此之

外，教师还可以对文章进行拓展延伸，从而丰富文章内容，增强故

事的趣味性以及可阅读性，帮助学生提高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六）转变教学观念，优化思想品德教学 

教学观念的转变是促进思想品德教学优化的重要基础。教师在

教学中不仅要重视对学生的知识技能教学，更要注重加深学生的情

感体验。改变传统教学以分数高低为评价学生的唯一尺度。要注重

分析学生，根据学情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方式，特别要注重学生切身

体验，如果学生学习中缺乏体验，不能触动心灵，也就不能达成良

好的学习效果，不能发挥思想品德课程增强学生道德品质与提升法

治认知的效果。 

如学习小学《思想品德》（以下简称《教材》）一年级上册“别

伤着自己”一课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展开讨论，让学生通过讨论

和列举，知道生活中不安全的地方与因素，学会自我防护，也学习

关怀他人不受伤害，为他人的安全做一些必要的提醒，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在这样的合作学习中学生能够畅所欲言、相互借鉴，

提高安全意识；在学习“早睡早起”时，则采取与生活联系的方式，

说说自己遵守作息时间的情况，早上按时起床，不让妈妈为自己操

心，在促进学生养成生活规律的同时，也渗透对家人的感恩意识；

学习《教材》一年级下册“我们爱整洁”一课，让学生采取观察的

方式了解教室卫生、校园卫生的情况，理解搞好卫生的重要性，提

高自身环保意识，加深学生的道德认知。 

（七）开展情景教学，引导当好“主人翁” 

思想品德课程中，如果只是让孩子们了解书面知识，那么效果

肯定不好。必须要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当好相关现实场景的“主

人翁”。可以结合课程内容，在课堂上设置生活场景，激发孩子们

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也检验孩子们的学习效果，通过切身体会，帮

助孩子们树立法治精神，增强道德观念，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

课堂学习效率。 

例如，教学《大家排好队》这一课时，首先可以让孩子们知道

为什么要排队好、哪些地方要排队、怎么排队，以及了解可以优先

排队的人，如现役军人、消防人员等。然后可以在课堂上开设车站

购票、医院叫号、用餐等待、市民中心办事等各种排队场景，帮助

孩子们体验排队的感觉，了解排队的好处，抵制插队、哄挤等不文

明的行为。 

结束语 

总之，小学思想品德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教师要按照课程

标准要求不断创新品德教育的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将

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形成坚定、高尚的道德素养。

在教育工作中，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寓教于乐、易于

接受，达到教学目的。在今后的品德教学中不断总结更多更好的方

法，让小学思想品德教学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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