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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确立生活德育观念，注重主体实践体验 
◆杜瑞雪 

（和平区教育研究中心  110000） 

 
《品德与生活》是以儿童生活为基础，以培养良好品德、乐

于探究、热爱生活的儿童为目标的活动型综合课程。《品德与社
会》的总目标是：“促进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和社会性发展，为
学生认识社会、参与社会、适应社会，成为具有爱心、责任心、
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个性品质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奠定基础。”这
就需要教师要把教材上的内容与学生的生活进行有机结合, 并
基于学生的生活实际开展教学活动。 

一 思品课应走到学生生活中去 
生活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归宿。杜威曾指出，学校的

道德教育应该从儿童参加社会生活出发。“离开了参与社会生活，
学校没有道德目标，也没什么目的”。学生接受教育，接受磨练，
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更好地生活。 

思品课如何走到儿童生活中去呢？ 
在观念上，教师要认识到我们手中是正在成长的活生生的生

命，每个儿童都是大自然的作品，每个学生都享有学习的基本权
利。当今的学生思想活跃，兴趣广泛，富有创新的潜力，获取信
心的渠道很多，对新鲜事物的追求和敏感往往超过成人，教师是
他们平等的朋友，爱他们是我们的天职。 

在行动上，教师要亲近学生，贴近学生的生活，感受和了解
学生鲜活的思想。一旦我们走进学生的生活，就会发现色彩斑斓
的儿童世界，他们的想法是成年人所没有的。例如，见义勇为的
英雄事迹见报后，有些学生产生困惑：可惜我遇不到歹徒，成不
了英雄。这时，我们的德育就可以与儿童向往英雄、又不全面认
识英雄的鲜活思想相沟通，提炼成一个热点、焦点问题，有针对
性地进行对话和辩论，明确只有平时“见难相助”，才有关键时
刻的“见义勇为”，同时遇到突如其来的情况要机智应对，量力
而行，安全和生命最重要，要“见义智为”。 

儿童的生活有多宽广，德育的途径亦有多宽广。 
1.课堂生活，应重在感悟和体验。 
在开展小学品德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不妨选择一些能够在

课堂上实现的内容来为学生创设生活化情境。比如, 教师可以结
合教材内容为学生播放一段有关品德教育的电影, 或者基于教
学内容组织学生在课堂上开展一些随堂实践活动。这样做, 不仅
能让学生体会到蕴藏于人类生活中的优秀的品德教育内容, 还
能让他们充分感受优秀品德对于人类生活的积极作用。教师利用
创设生活化情境的方式来开展品德教学, 不但能强化学生对品
德教育的认识, 同时还能帮助他们深入地去理解日常生活中所
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非常有益。 

2.课余生活，应重在交往能力、做人准则的培养 
教师要想切实提高小学生的道德品质, 仅仅依靠课堂教学

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仅仅依靠课堂教学, 也远远发挥不了生活化
教学的真正作用。因此, 在平时的教学中, 教师除了要重视课堂
教学的质量以外, 还应积极引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因此，在课
堂学习之余，师生在“生活”中以完整的人格相互交流沟通，在
创造师生间交往关系的同时，也创造这生活，体验、内化着生活
的要求，从而也建构者自我。另外通过学生与学生、学生与他人
间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和交往，在自然、真实、直观的冲突交往生
活情境中，学会如何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如何与他人共同
生存、共同发展。 

3.社会实践，重在参与 
我们带学生走进现实生活中的“活”教材，让学生了解自己

身边的这片热土，从看周围的变化来感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同时，让学生接触和了解社会上的问题，让学生自我思考、自我
提高以学生的眼光来分析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让
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社会和人生。例如我们可以依托德育教育实践
基地，少年法庭等校外教育阵地让学生体验各种职业的作用以及
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以手拉手献爱心等活动体验友情、爱心，体
验弱势群体生活的艰辛和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等。 

二 思品课应充分释放儿童的生命潜能 

“生命在于运动，教育在于活动”，生活德育观倡导德育以
活动为中心。在教学过程中，把学生看做一个有丰富内心世界、
独立人格尊严和巨大生命潜能的活的生命体，尊重他们，解放他
们，关心爱护他们，通过创设有利于他们全面、主动发展的具有
教育意义的活动，培养学生对待世界、对待社会和对待自己的态
度体系。 

1.注重发扬主体精神 
不论是课堂上还是课后的活动，都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让每一个学生成为活动的主角，在活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在活动中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学会与人合
作，品尝成功的乐趣。 

2．注重坚持全体参与 
我们应抛却浅薄的名利观，真正为每个学生的终身发展着

想。例如在课堂上成立学习小组，每个人都有任务，研讨后轮流
汇报；共同制定班级公约，共同设计活动。学生的主题精神得到
弘扬，以前一直默默无闻的学生同样表现得生龙活虎。 

3.注重良好情景的创设 
课堂教学不拘泥于一节课要讲的内容，可以根据当天的实际

情况灵活地设计教学活动。例如天降大雪，可以带领学生赏雪、
画雪、写诗；春风送暖，和学生一起在校园踏青、放风筝；有同
学犯错误，可以组织学生写友情劝诫信，帮助好朋友改掉一个缺
点等等。 

三 思品课应激活儿童的创造精神 
1.课堂上要创设平等和谐宽松的氛围。淡化教育痕迹，创设

民主、平等、轻松、和谐环境，使品德课堂成为一种非常开放的
信息、情感传递的过程，师生在共享教学民主的愉悦中教学相长，
情感倍增，在师生、生生、生与教材等互动中，让学生学会学习、
学会思考。 

2.要保护和发展学生的想象力。着力引导学生标新立异、敢
持己见，注重培养学生思维的多样性、批判性，并促使其外化为
各种创新能力。 

3.要不断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如“活动生成模式”，先是教
师发现或引导学生发现他们生活中关于干关注的问题，并从中捕
捉或提炼德育活动主题，然后提供机会、场景让学生去见识、接
触这一方面的问题，即把问题化开，从中找到共性的教育因素。
随后注意引导学生抓住问题的的实质，寻求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办
法，从而生成新的教育点和多动的契机。 

生活、活动不断交替，学生由被动地接受教育者，成为主动
的自我教育者，创造的火花不时被点燃，主动探究真善美的能力
逐渐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行为习惯也得到了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