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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提高小学品德与社会教学的有效性 
◆谭福莹 

（都安瑶族自治县澄江镇六里小学  广西都安  530700） 

 
摘要：在小学阶段，对学生开设品德与社会这一科目可以对学生的思想

素质的培养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

的启蒙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目前有很多小学都有开设该科目课堂教学，

但是在课堂教学课堂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教学方式不够新颖

等等，让学生对这一科目学习没有学习兴趣，因此导致小学品德与社会

的教学效果也非常不好，没有达到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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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品德如何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素质修养，尤其是品
德与社会这一科目是集教育、情感及实践为一体的学科，可以启
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道德等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
以后学生的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提高小学品德与社
会教学的有效性对学生今后的思想品德的修养有很大的帮助。本
文从小学品德与社会教学中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提高小学品德
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相关建议措施。 

一、小学品德与社会教学的现状分析 
品德与社会这一学科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其内容和

形式都在不断的更新，主要是为了让学生的学习内容能够与日常
生活贴近。但是从小学品德与社会教学过程中的现状来看，还存
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那就是有的教师教学的方式比较落后，没有
将新课标的教学内容落到实处，没有将学生作为主体，让学生处
于主动学习的状态[1]。然后就是因为教师没有对新教材吃透，没
有自身的感悟，导致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以照本宣科或者播放视
频等方式让学生学习。尤其是对教学内容讲解的时候，因为没有
及时的更新，所以所列举的事例比较老套，虽然有很强的故事性，
但是并不利于学生在当下生活中的实践。 

二、提高小学品德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相关建议措施 
（一）即使更新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率 
虽然每一位小学生都在同一个学校上学，但是其成长经历还

是有所差异的。因此，在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
应及时的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比较妥当的教学方式
进行授课，并且教师要把握好新课程理念，摒弃传统的教学方式，
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因材施教[2]。同时教材的内容应及时的更新，
举出的事例应当实际生活有紧密的联系，以此拉近学习内容和学
生的之间的距离，让学生不会觉得知识内容很深奥，离自己很远。
同时还要引导学生与学生之间主动交流合作，充分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有自己的思想，启发思维，
促进学生对情感的理解以及对价值观的培养。 

（二）注重社会实践，让生活与学习紧密联系 
品德与社会应该注重生活实践，因此，教师在授课的时候，

要将学习内容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通过学习到的内容进
行实践活动，在实践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还可
以丰富他们的知识内容，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促进人与人之间
的情感交流[3]。因此，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一个实践活动。
例如在学习《让我们的教室清洁又美丽》的时候，可以组织学生
一起对教室做清洁，让学生通过集体劳动去感受团结合作的乐
趣，尤其是在学生们的努力下，得到了一个干净整洁的教室后，
让学生们这种成就感、荣誉感，促进学生的；良好品德的形成，
主要来于学生对生活的体验，认识以及感悟。所以品德与社会的
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主动认识社会，参与社会，培养学生成为
一个有爱心，有责任的人。 

（三）教师应以身作则，践行良好的品德 
在学习的过程中，很多知识是需要亲身实践才能够印象深

刻，如果只是单纯地向学生讲解知识，却没有付诸于行动，并不
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所以在学习《美丽的生命》这一章节内容的
时候，可以让学生明白生命的意义，引导学生有珍惜生命，善待
有生命的意识[4]。为了能够达到教学效果，教师除了传授课堂内
容外，更要注重学生在课外不良行为的约束。因此教师在课后看
到学生有不良行为的情况的发生后，一定要及时纠正，将品德与
社会课的课程内容落到实处。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因此，在
日常生活中，教师要以身作则，向学生亲身示范正确的道德规范
和行为。小学阶段本就是学生处于模仿能力较强的时候，因此在
教师的行为规范下，学生会不断的去模仿教师的行为习惯，可以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一个良好的行为习惯，提高素质修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品德与社会是小学阶段的一门重要学科，对培养

学生的良好品德行为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对学生以后的人生道
路发展中更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提高品德与社会教学的有效
性，其责任在于教师。因此，教师有必要创新教学方式提高教学
效率，让品德与社会课程的价值能够完全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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