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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知行统一  内化学生思想道德意识 
◆张朝晖 

（醴陵市阳三石小学） 

 
小学高年级品德与社会课程是国家重视小学德育的重要体

现，也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工具。《新课标》中指出：
“品德与社会课程是在小学高年级开设的一门以儿童社会生活
为基础，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的综合课程。”因
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帮助学生形成信念、习惯；让品德与社会触
及儿童内心世界，影响他们的心灵。根据品德与社会教学的知、
情、行的规律。我认为要想提高德育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道德
意识和道德判断能力；就要知行统一，内化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
提高《品德与社会》课程教育的实效性。 

一、从生活经验入手，注重直观中激发情感 
《品德与社会》教学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而情感又是架设

在认识和行为之间的桥梁。情感随着道德意识而产生和发展。在
《品德与社会》教学中，必须要始终关注孩子的道德情感，充分
发挥情感功能，提高教学整体效应。直觉的情绪是对某种情况的
感知而引起的，是通过声音、色彩、图像等形象感知的。我在实
践工作中，经常注意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等多种器官的；根据
教材内容，运用不同的教学手段，使自己深入到学生的情感中去，
学生的情感以某种特殊的信息方式接近自己的情感。 

具体手段如下：一语言导示法，用教师的语言或借用多媒体
图像、故事激情。让学生拿教材上内容与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感兴
趣的新鲜事例，来作对比分析，教师与学生进行富有情感神韵的
聊天，同时借用多媒体创设一定的情景与氛围；促学生入情入境，
从而达到自己预定的教学目标。二是实物展示法，借助实物的磁
性效应以物激情。根据教材内容选定实物展示或做实验，结合校
外实际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产生的情感迁移到课内，推动学生把外
部知识转化为内部意识活动。如教学《方便面的来历》时。首先
教师讲清楚“民以食为天”和粮食是宝中之宝的道理。随机出示
小麦、大豆、玉米、大米等实物，学生讨论交流自己的理解后，
再用多媒体画面播放粮食作物到收割过程的录像片。根据粮食生
产的过程，让学生了解一粒粮食一粒汗水来之不易。再组织大家
实地观察校内垃圾桶丢弃的食品。同学们一边看到的是“锄禾日
当午，汗滴禾下土”劳动的艰辛，一边看到的是不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的惊人浪费，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反
差对比形成行为是非的判断。最后组织大家展开 “节约粮食光
荣，浪费粮食可耻”的大讨论。把学生认识“宝”、体验“宝”、
爱护“宝”的活动推向一个高潮。三是音像演示法，利用现代教
育技术创设情境。运用图片、幻灯片、录音、录像以及多媒体课
件优化组合，图文并茂，语言描绘情境，音乐渲染情境，图片插
图展示情境。把学生带到一个丰富多彩的知识世界，把老师在课
堂上难以表达的抽象道德，复杂的社会和自然现象，活灵活现地
表现出来，使学生的兴趣和思维不断处于活跃状态，大大调动了
释疑、顿悟的心理活动，有效地疏通教学中的疑难点，降低明理
的坡度，使学生自然地萌发出真情实感，达到以情促知，初步形
成道德意识和一定的判断能力。 

二、整合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引导在实践活动中感悟 
情感和需要是密不可分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表现明显的

渴求知识的欲望。如果我们在教学中能够满足学生的这个欲望，
他们就会产生满意、高兴和愉悦的心情，有利于学生接受道德观
念，推动道德行为的实践。如果教师只注重对学生品德规范的简
单灌输与行为约束，把学生看成一个被动接受的消极客体，这样
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因循守旧的，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
作为教师必须转变观念，摈弃“法官意识”，在教学中让学生参
与实践活动，如参观、演讲、知识竞赛、公益劳动，让学生在讲
一讲，动一动的自主学习氛围中，建立道德准则，增强道德免疫

力。如《不屈的中国人》这一教学内容，我引导学生开展祖国的
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系列教育活动。讲爱国之理、育爱国之情、
走爱国之路、干爱国之事。系列一：牢记祖国的昨天，继承和发
扬井冈山革命传统；系列二：热爱祖国的今天，珍惜来之不易的
幸福生活；系列三：开创祖国美好的明天，学好本领，准备为祖
国、家乡建功立业。可以通过参观博物馆、祭扫烈士陵园、开展
“爱我中华”、“树立革命理想”等读书演讲活动；教育学生不忘
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屈辱史，更不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
奋斗史，激发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努力学习去创造祖国
更加美好的明天，使“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理想得到进一步升
华。 

三、综合讨论评价，让学生在思辩中认知 
《品德与社会》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在提高道德意识、培养

道德情感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和行为。著名教育家陶
行之说过：“道德判断能力是在判断中得来的，它是在实践中学
的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优才优德。”小学生由于自我鉴别能力
较差，对复杂的社会道德环境和社会道德现象，难免会出现这样
或那样的错误认识和模糊观念。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在思
辩中使发展道德思维，让道德经验的积累和道德认识不断升华，
明辨是非、区别真伪、分清善恶、情理相融合，才能为行为奠定
良好的基础。在学习《保护环境》、《劳动创造美》时，跟学生讲
解传祥爷爷“宁愿一人脏，换的万家净”的感人事迹后，我们便
组织学生一起上街参加创卫清扫大街垃圾、掏污泥等劳动。在劳
动中，同学们不怕苦、不怕累、不嫌脏。当看到清扫后的大街干
净舒适，听到市民对自己劳动成果的赞美，亲身体会了创卫是平
凡而高尚的，也理解了劳动的价值，感受到了劳动的乐趣。接着
我联系学生思想生活实际，运用掌握的道德观念进行道德判断的
思讨活动，如：请每个学生说出自己的父母所从事的社会工作，
说说社会上缺少这些行业行不行？还采取心理换位法提出：如果
有人对你的父母从事的劳动看不起，你的态度怎样？同学们畅所
欲言谈感受，不约而同，没有贵贱之分；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应
受到尊重，尤其是从事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者更要受人尊重。大
家还满怀激情地用自己所见所闻的身边事歌颂新时期可爱的人，
使这一道德观念内化升华，在幼小的心灵上打下烙印，形成知行
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