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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小学思想品德的德育功能 
◆陈晓春 

（黑龙江省鸡西市梨树区平岗学校  黑龙江鸡西  158165） 

 
摘要：德育是素质教育的核心要求，德行的培育与引导，应建立在知识

文化的基础上，并在知识文化的储备强化后，同时提高学生的德行意识，

小学思想品德本身就是为德育教育而开展的一门课程，同时小学的思想

品德还应帮助学生建立是非意识、安全意识、合作意识，引导学生在课

堂中互相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阐明自己的德行思想，彼此交流达到德

育的同步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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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思想品德教学中，教师应构建出轻松自在的探究空间，
与其教师灌输给学生德育内容，不如引导学生自己去感悟品德思
想，在案例分析中，自然的渗透德行要求，让学生真正将德育观
念根植于内心，在日常的言行举止中表现出一个小学生该有的品
德思维，让学生通过课堂的联想与遐思，畅所欲言的提出自己的
想法，纠正学生不良观念，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价值观念，通过
积极的课堂互动实现德育的功能。 

1.激发学生学习思想品德课的兴趣  
传统的思想品德教学中，部分的知识导入形式较为单一，老

生常谈品德的有关问题，学生已经听得厌烦，课堂上表现的积极
性不高，采取机械化的德育信息注入模式，插入到课堂中来，学
生不愿意吸收知识，新时期教师应改变这种教学形式，通过讨论
法、情境式教学形式，让学生主动参与问题的讨论，积极展开问
题的思考，进而在教师的引领下，诱导学生自己去感受德育的内
涵。如：我在教学《父母多爱我》一课中，教师可先询问学生们；
“和父母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吵过架，或者有过不愉快，都是因为
什么事情呢？”学生们可以结合自己的经历阐述，由教师进行点
拨和引导，教师可另外设置一些场景，如“你的父母要求你做不
喜欢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做？”学生们说：“要尊重自己跟父母
商量”还有的认为：“应该听父母的话，别让他们伤心”教师笑
着问：“同学们，你们都按自己的心愿处理了这件事，开心吗？”
同学们有的说开心，有的说不开心。有一个同学则说：“前几天
同桌把我的文具盒弄坏了，他向我道了歉，我说没关系，回家我
让爸爸修好了，他没有责怪我，还夸我是好孩子”。针对上述发
言，我高兴地说，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大家
想想，刚才的发言中，谁的想法最值得大家学习？发言的同学争
先恐后，结果我与同学们达成共识：心胸开朗，不斤斤计较，乐
于交往，和同学友好相处能使自己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并相互促
进学习。  

2.贴近学生生活、贴近学生实际  
贴近学生生活，贴近学生实际，把一部分学生的生活习惯恰

如其分地引入课堂，生动感人，既可增大学生知识面，又可使他
们受到思想教育，从而激发学习的兴趣。我在教学《家庭的记忆》
一课时，围绕家庭中的一些琐事,先让学生说说自己一日三餐吃
些什么，同学们发言十分踊跃，其中一个小朋友大声说：“昨天，
我妈妈忙着上班，没做饭，我早上和中午都吃面包和牛奶.”有
的说：“我喜欢吃水果。”有的说：“我不喜欢吃肉。”还有的说：
“我喜欢烤冷面。”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时，我没有肯
定他们的说法，而是摆出了许多蔬菜、水果和肉，还有面包和牛
奶之类。提出要求：“你们选选自己喜欢吃的，但是，不能只选
一样哟。”同学们可喜欢动手了，有的选蔬菜，有的选水果和肉，
还有的同学每一样都选了。这下我肯定地说：“同学们，要使我
们身体健康，我们不挑食，生活中要荤、素搭配。”这样课堂气
氛更浓了，还争着重选呢。还可以把部分学生的家庭生活引入课
堂，使他们受到爱家、爱父母的思想教育。这时，我激动的说：
“我真为同学们有这样的父母而骄傲”。顿时，教室里响起了热
烈的掌声。我又不失时机地说，小方同学的家庭故事，给了我们

什么启示？通过大家讨论，师生共同得出：生活中，每个人都会
遇到困难但面对困难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不畏惧、不气，要靠
智慧和意志寻求战胜困难的方法。上述教学不但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开发了学生的思维，还激发了学生勤奋学习、回报家庭，以
及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  

3.根据学生年龄特点，注意直观教学  
在小学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实践中，我无论从经验的角度还是

从教训角度，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充分提高小学思品课的课
堂教学效率，必须尽力争取使用直观教学，特别是电视录像的运
用，趣味小品演示等。根据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尤其是低年级小
学生的心理特点，决定了我们的教学方法是生动、形象、直观。
例如：在教学《今天，你安全吗?》这一课时，我就充分注意教
学直观手段的运用，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一开始，就组
织学生观看一段专题片《三个妈妈和九十九个儿子》，让学生具
体地认识到：无论是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
解放军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保护了我们的国家安
全,在导入了新课之后，我又让学生观看了《车轮滚滚》片断，
使学生亲眼看到了现在安全的环境是多么的不容易，使学生意识
到自我保护的重要性。简而言之，直观教学手段的运用，有利于
减少思品教学与语文教学之间的一些客观上的语言文字理解上
的矛盾，提高教学效率。  

4.时事阅读课外延伸  
小学生虽然客观地理解问题的能力较弱，但是也需要进一步

进行培养，因此，思想品德教师可以让学生平时多听一些新闻或
者多看看报纸之类的期刊，对国内外的事情能够有一个大致的了
解。教师在思想品德课上可以每节课都抽出一点时间，让学生汇
报下自己了解的最新信息，这样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
且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思想品德教学质量。如组织学生进行课堂演
讲赛，主题就是“国旗在我心中”，从而使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不断增强。通过这样的学习，让学生从小就养成关心国家事情的
习惯，认清形势，由知国到爱国方面发展，进而促进他们能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思想品德教学渗透德育要注
意学生的年龄差异和个性的差异，要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心理年
龄特征，确定渗透内容的重点、深度、广度，灵活运用各种方法
和手段，对于具有不同个性特点的学生，要因人而异，区别对待，
加强教育的针对性，注意把集体教育同个别教育结合起来。同时，
教学过程是一个师生互动的过程，师生互动必然反映一定的社会
关系，具有社会意义。 

结束语 
在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教师既要把思想性、知识性、趣

味性、实践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学生暴露出来的思想、观点和
行为，给予正确的评价和指导，还要指出今后应怎样用学习的道
理去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样即能使学生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和思
考问题的兴趣，又能使学生运用所学的道理、观点去联系自己和
周围的事物，分析认识问题，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为小学生进
一步全面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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