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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情境·德育与小学英语教学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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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语教学虽不是塑造学生品德素养，但教师也同步承担着教书和育人的双重任务。在学科教学中，教师渗透的

品德教育，既需要结合课堂中生成的情景给学生以指导，也需要预设一定的情境协助学生习得一定的道德规范。所以，让情

境为载体，让德育和小学英语深度融合，才能让学科教学和品德教育实现同步渗透，协助学生获得完善的道德素养和富足的

文化认知。对此，本文就以情境、德育和小学英语教学深度融合的策略展开了论述，总结了几点相应的教学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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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教学的优势，教师能避免说教的方式给学生以干涩

的知识，而是能以更加具有感染性的方式让学生体验到一定

的道理，随着情境而生的情感也将会伴随着学生的成长，督

促着学生向正向积极的方向奋进和努力。依托情境教学的方

式，在学科教学中融入品德教育，虽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

果，但对学生言行举止的影响却是深远持久的。因此，如何

让情境·德育与小学英语教学深度融合，是我们一直重点关注

的问题。

1 情境·德育与小学英语融合的意义

事实上，以情境为载体，荣德育与小学英语深度融合的

意义还不仅限于此。具体来说，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1 强化学生积极道德情感

在对学生开展品德教育时，单纯地为学生注入道德认知

但缺乏道德力量驱动时，学生容易出现知而不行的问题。以

落实家庭作业为例，所有学生都明确知晓及时完成作业是正

确的、是符合教师要求和规范的。但是，却始终有部分学生

难以按照教师的要求按时落实作业，也有不少学生在作业完

成时存在抄袭、应付等现象。这类知而不行的教育问题，本

质上也体现了学生积极道德情感缺失的问题。而在解决上述

问题时，教师通过教学情境创设的方式，将道德规范以情境

教学的方式向学生渗透，并借助教学情境中的情感要素向学

生传达道德情感，让学生在明确是非与对错的基础上，在情

感驱动下主动按照规范学习和生活，从而能杜绝知而不行的

教学问题。

1.2 促进学生践行道德规范

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念中，生活教育是其教育思想中

的核心。对学生开展品德教育，其最终目标是引领学生将道

德规范践行于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当教师以情境教学的方式

引领学生开展学习活动时，一些生活化的场景的设计能贴近

学生的感受、贴近学生的生活，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给学生

以示范性的引导。此时，教师所传授的道德规范也就能在学

生的生活中埋藏下种子，让学生在遇到类似的情景时，能顺

利、主动地迁移。将情境、德育和小学英语教学融合的方式，

能让英语德育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协助学生更加高效的迁

移和践行道德规范，最终使道德规范铭记于心、落实在学生

的行动中。

1.3拓展英语课堂教学容量

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所挖掘呈现的教学资源对学生学

习兴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有明显的影响。当教师建构

教学情境对学生开展学科教学时，适度地结合教学情境对学

生开展品德教育，既能调剂课堂教学，也能让英语课堂变得

饱满而又充实。同时，在情景教学中开展德育，既能承载情

境教学的东风向学生渗透语言知识，也能同步穿插道德规

范，既避免了说教的形式，也防止英语教学中只单纯向学生

渗透语言知识而带来枯燥单调的感受。

2 情境·德育与小学英语融合的教学策略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英语教学中让情境、德育和英语教

学穿插进行，情境将会成为学科教学和品德教育的桥梁，让

英语课堂不在单调，让教师对学生的培养不再朝向但一方向

发展，而是能够变得更加均衡全面。为凸显上述优势，教师

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如下策略将情境、德育与小学英语教学深

度融合。

2.1创建生活情境

生活是学生学习的根基，立足于生活的教学才能让教育

和生活实现深度融合、才能让德育和学科教学密不可分。在

教学中，教师所创建的教学情境搭载了生活化资源时，课堂

中也就会变得更加充实、更加饱满，同时生活化资源中也将

会给学生带来更充分的体验，协助学生获得更加直观、更切

身的道德情感。

例如，以小学英语《There is a big bed》这一单元内容的

教学中，教师协助学生表述事物的方位时，便可以创建生活

化的教学情境“An old woman lost doesn’t know how to get to

the library ，can you tell her?”以此情境创设的方式，教师为

学生提供地图、提供老人的方位并要求学生借用本单元所学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 卷第 10 期 2021 年

的方位词表述地标建筑的方位，来训练学生的语言素养。而

在生活中，迷路了的现象十分常见，当学生向他人问询地标

物的方位时，也期待着他人给与解答和指点。在此生活化的

情境创设中，教师继续引导学生：善于给别人帮助，在他人

需要时给以解答，才能让我们的生活中也能获得别人的援

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文明和谐。以该方式向学生渗透

品德教育的形式，生活化情境的创设能协助学生更善于在生

活中践行教师给自己所提出的品德要求，能通过身体力行让

道德规范转化为道德行为。

2.2 展示实物情境

情境教学的之所以能携带一定的情感或情绪色彩，往往

是场景和情境中所营造的环境和分为能协助学生不自觉地

产生一定的情感体验，促使学生的心理机能获得渗透式的引

导。在情境的创设中，图像直观或者木模像直观都是协助教

师创建情境、营造氛围的重要方式，但实物资源给学生带来

的感受更加真切、更加直观。

例如，在《At the farm》这一单元内容的教学中，协助

学生认识农场中的一些农作物，包括一些蔬菜和水果等。在

教学中，为了协助学生认识此类蔬菜水果，教师可以将其实

物资源引用于教学中来，引领学生在表述时候能指着相应的

物品进行介绍。该实物教学的方式，能协助学生更加快速高

效地识记单词和陈述表述食物。最终，教师在完成授课之后

可以将之作为奖品奖励给勇敢表现、积极学习的学生，鼓励

积极参与课堂、充满学习热情的学生，促成学生良好学习习

惯的养成。同时，在本次实物直观教学后，教师引导学生：

这些蔬菜和水果的生长周期很长，农场中的农民伯伯在经历

了至少半年的时间来养育一颗幼苗，直到它们开花结果。当

我们赢得了这些水果或蔬菜，亦或是生活中所食用的粮食

时，我们都应当秉承着节约意识，这既是农民伯伯劳动成果

的尊重，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此渗透方式，

课堂教学中既让实物情境教学给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教具，也

能借实物资源促成学生良好品德的构建和养成。

2.3 引领表演情境

英语课堂中，声情并茂地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还原英

语交流和对话的原始情境，让学生在成长中学会将自己的思

想通过自己的语言和肢体动作协调地表达出来，才能让英语

教学实现传递信息、沟通情感、表达思想的目的。教师在教

学中可以创建表演情境，让一些有表现力的教学内容在学生

的展示中充实英语课堂，同时也借此释放学生的活力，让学

生在充满活力和表现力的年纪中，获得更多展现自我、表达

自我的平台。

例如，在《Last weekend》这一单元的教学中，引领学

生结合本单元的教学主题，回顾并说出自己在上周末进行的

活动。为了更有趣味地完成本单元的教学内容，教师可以改

变既往对话教学的形式，让学生三个人一个小组组成团队。

其中一名成员作为表演者，另外两名学生作为对话双方演绎

还原表演者所展现的活动。在活动中，表演者展现自己在上

周末进行的踢足球、看电视、清理房间、洗衣服等活动，另

外两名学生则分别通过对话的方式将至演绎出来。该方式的

活动中，以小品的形式让学生的表述变得声情并茂，而三人

中一人表演另外两名搭档表述的方式更让这种表演方式不

落窠臼、充满趣味，吊足了学生的胃口的同时也增强了学生

的期待感。在此方式和活动的开展中，学生高效的习得了一

般过去时时态的表达方式。在活动后，教师引导学生：在生

活中，我们也要向刚才几位能在家庭生活中主动承担家庭责

任、为父母减轻生活责任的学生学习，在家庭生活中尽可能

减少看电视或玩手机的时间，而是作为家庭中的一份子，主

动地承担责任，这样才能让我们早日成为懂事、有担当、有

责任意识的好孩子。

结语

情境的构建，能让生活化的元素走向课堂，让更多贴近

学生生活的规范和准则都能在课堂中以潜移默化地方式向

学生渗透，不断改变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让学生的

价值观念朝向更加积极正确的方向发展。为了实现情境、英

语教学和德育的融合，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分别创建生活

情境、实物情境和表演情境的方式，依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需

要和学生的学习需求，对学生开展品德教育，以此方式让学

生的道德品质和学科认知实现同步发展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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