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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小学思想品德课程生活化教学的有效途径 
◆陶祥安 

（湖南省安化县东坪镇中心学校  413500） 

 
摘要：生活化教学就是将教学内容、方式和教学对象的实际生活经验联

系起来，找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之后，利用生活情境、真实案例引导

学生学以致用，实现教学目标。思想品德课程在小学课程体系中占据重

要地位，想要实现构建有效课堂的教学目标，小学思想品德课程教学活

动中，教师就要合理选择教学方法，而生活化教育理念的出现为我们提

供了新的教学思路，基于此，本研究将着重分析小学思想品德生活化教

学的措施，希望本研究内容具备教学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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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程标准》提到“要在与儿童的生活

联系中构建课程的意义，引导儿童热爱生活、学会做人的基本道
理。”思想品德课程主要结合日常生活现象引导小学生理解和学
习道德标准，进而规范自身言行，获得真实的情感体验，最终实
现思想品德教育内化。这就要求小学思想品德教师在指导学科教
学活动的过程中，要善于挖掘生活素材，引导学生主动体验实践
活动，做好合作交流工作，构架思想品德课程和学生生活之前的
桥梁。 

一、树立全新的德育教育理念 
新课改背景下，初中班主任要积极转变自己的德育教育理

念，积极与学生交流互通，平等对话，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从而实现良好的德育教育效果。德育工作中，学生与教师一样是
处于等同地位的，并且具有独立的人格，班主任需要尊重学生，
认真倾听学生的想法和意见，使每一位学生都有机会表达自己。
新课改背景下，教师积极与学生进行互动，在互动过程中了解、
观察学生的情感、思想等，并认真回应学生，强化学生的道德认
知以及体验。德育工作中还需要注重教育理念的开放性，将小课
堂转移到社会这个大课堂中，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等，在此过程中强化学生的道德情操以及价值观[1]。 

二、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落实体验式教学 
基于小学生典型的形象思维特征，在小学思想品德教育活动

中，在教学活动中充分运用生活化元素利于降低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难度，进而保障学生能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获得相应的情感体
验。结合生活化的教学情境，将体验式教学渗透其中能够使学生
将所学的知识内容落实在现实生活中。例如在《我生活的社区》
的内容教学中，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逐步明确城市型社区
的不同特点以及公共设施、结构等，并引导学生体会社区公共设
施为居民生活带来的便利，使学生树立起保护公共设施的意识，
养成科学的生活习惯。我在班级中开展了主题为“我的社区”的
演说会，让学生能够在演说会中对自己生活的社区环境以及公共
设施等进行回忆和分析，并且应用公益广告向学生传达保护公共
设施的理念，让学生在结合自身生活经验进行演说的过程中逐步
将理念内化为行动。 

三、讨论交流，在辨析中升华 
开展课堂讨论是常用的教学手段，通过课堂讨论能够实现师

生、生生之间的充分交流。在品德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生活实
际中的典型生活事例，引导孩子们展开讨论，明辨是非，发现真
知，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品德教育要选择合适
的载体，选取社会生活中的事例，结合学生生活的实际[2]。例如，
在上《保护水资源、节约用水》一课中，对号召全校师生关注旱
灾灾区的人民，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旱救灾行动。在这样的教学活
动中，通过让孩子们收集水对生活的重要性的材料、节约用水的
方法等，在课堂上组织孩子们进行讨论，在讨论中，由于有了生
活的积累和充分的准备，大家都能有话可说，积极发表自己的观
点。课堂上，每位学生都能参与其中，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自觉地将教学的要求内化，提高了教学的效率。 
四、创设活动——在体验中内化 
在“做中学”是新课程理念倡导的教学方式，小学生活泼好

动，让孩子们在真实的活动中获得真实的体验，有利于提高学生
的知识、能力，实现情感的培养。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创新教
学的方式，通过创设多样化的活动，将教学内容外化，让学生在
活动体验中自觉地构建知识、内化品德[3]。在教材中，每一课内
容都使用美丽的图片和文字，传递着生活中的元素，表达出生活
的道理。在学习这些内容时，需要将图片、文字还原成现实生活，
使学生获得真实的体验。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于这些教学情
境，设计成学生的活动，让学生处在活动中，获得身临其境的感
受，提高学习兴趣，实现教学目的。例如，我在上《做诚实的孩
子》这一课时，根据《狼来了》的故事，设计了一个学生活动的
情境。在活动中，由几个孩子扮演放羊的牧童，由几个个头大的
孩子扮演狼，其他同学扮演群众。几个牧童骑着牛在山上放羊做
游戏，第一次，他们叫“狼来了”，听到呼救声，群众纷纷冲上
“山”，却看到牧童的嬉笑声、得意的样子，大家摇摇头，回到
了自己的位置。第二次，牧童又大叫“狼来啦”，群众听到呼救
声，又纷纷拿起棍棒等冲上“山”，看到的又是牧童开心得意的
样子，大家都非常生气，又回到了自己的位置。第三次，“狼”
出场，逐渐逼近牧童，牧童这下慌了神，大声喊“救命啊，狼来
啦！”“山”下的群众听到了呼救声，可是他们都在说，别理他们，
他们又想耍我们。任凭牧童大声呼救，就是没有人上“山”，最
后，凶狠的恶狼露出森白的牙齿扑向了牧童。通过这样的表演活
动，在课堂上展现了“说谎害处大”的生活道理，接着我组织孩
子们进行讨论，发表自己对这一故事的看法，以及谈谈自己对说
谎话的认识。由于有了活动情境的真实体验，很多同学都切实感
受到了在生活中说真话的必要性，表示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五、布置生活化课后作业 
课后作业是学生巩固知识和教师获得教学反馈的重要途径，

其对于思想品德有效课堂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以往小学思
想品德课后作业布置情况，笔者发现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教师
不重视课后作业，导致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程的学习抱着无所谓的
态度[4]。虽然这门课程不是升学考试必考科目，但是为了素质教
育理念的贯彻落实，教师必须提高对课后作业布置的认识，增强
教学实效性。在《学会和谐相处》教学结束之后，我要求学生这
样做：搜集与他人交往的格言警句；你与父母有过冲突吗？你是
如何解决的？你和他人的交往原则是什么？。以此引导学生学以
致用，提升知识应用能力。 

结语： 
总而言之，日常生活是展现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主体，然

而道德品质却是在不断地体验日常生活中累积而养成的。所以，
在小学思想品德课程改革中“体验理念”的应用让学生能逐步养
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从而形成基本的人生道德观、人生价
值观以及让他们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正确判断力，从而养成优良的
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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