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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品德与社会教学中学生道德情感的培养策略 
◆安代兵 

（重庆市铜梁区永嘉小学  重庆铜梁  402569） 

 
摘要：在新课改的影响下，对小学品德与社会教学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其中，培养学生道德情感也变得至关重要，这已经成为了小学教师共同

关注的话题之一。在小学品德与社会教学中，加强学生道德情感的培养，

可以不断提高小学生的道德素养，促进小学品德与社会教学的顺利进行，

实现小学生道德情感的培养目标，促进小学生健康成长和发育，创造良

好的学习环境，从而更好地顺应新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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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品德教育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影响的，而校园教育也
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如何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成为了
教师的思考方向之一，道德和情感之间是具有紧密关联性的，因
此本文对小学品德与社会这一课程中如何提升学生的道德情感
培养进行了研究。 

一、小学品德与社会教学中学生道德情感的培养意义 
通过加强对学生道德情感的培养，可以引导小学生树立正确

的生活观、学习观，不断提高课程教学的实效性。首先，加强学
生道德情感的培养，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
造性，引导学生树立端正、规范的学习态度和思考习惯。其次，
加强小学生道德情感的培养，可以将学生的自律性、纪律性提升
上来，通过小学品德与社会教学的开展，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思想观念，并规范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发挥出道德自律
的作用。再次，可以不断提高学生的个人道德行为，小学生的道
德行为与其道德情感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在小
学品德和社会教学中，加强培养道德情感的培养，可以使学生形
成良好的道德行为。 后。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学生人格，在道德
情感作用的影响下，可以确保小学生道德行为的规范性，为学生
未来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小学品德和社会教学中学生道德情感培养策略 
（一）加强模拟情境的创设 
对于小学生来说，对新鲜事物具有高度的好奇心，要想保证

学生较高的学习热情，在开展小学品德与社会教学中，教师要加
强多种媒体手段的应用，将课题情境真实再现出来，不断提高学
生的感性认知能力。例如在教学《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时，
教师在课前，要对五十六个民族的相关资料信息进行搜集和整
理，比如民俗文化和服装特色等，引导学生认识到祖国各个民族
文化的魅力，进而加深对教学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 

（二）加强课堂互动和交流 
在道德情感的培养过程中，教师要积极引导和教育学生情

感，所以教师要密切关注学生的心理动态，加强课堂互动和交流，
创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只有学生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教师才
能分析授课的效果，根据学生的相关表现适当加以引导提高学生
道德情感的培养，否则师生之间像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
难以提升学生的道德情感培养。在了解学生真实想法以后，教师
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教学，不断提高学生的道德情感。比
如在教学《有困难，我不怕》中，教师可以问学生“同学们，你
们说一说自己都遇到过什么问题？并且自己克服了吗？”，通过
教师提出的问题，可以引发学生思考和表达自我，对学生的内心
情感进行充分掌握和了解，不断提高学生的品格毅力，进而使学
生具备良好的学习综合能力。 

（三）对教学方法的持续探索 
小学教师要善于观察学生的课堂反应，通过学生的问题回

答，表情变化，分析学生的心理特征，总结课堂效果，通过不断
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来提升品德与社会的教学效
果，促进学生的道德情感培养。目前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学会换
位思考，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学生的道德情感变化，及时进行疏
导使学生的品德树立始终处于正确的路线，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
特殊，因此道德情感路线一旦偏离，教师要及时纠正，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教师要采取多元化的创新教学方法，通过多

角度多个切入点来帮助学生进行情感道德的正确培养。 
（四）注重社会生活体验 
针对小学品德与社会教学这门学科，其特点就是具有高度的

社会性和实践性，而结合新课标要求，学校教育必须要具有高度
的开放性，教师在品德与社会教学中可适当将教学内容生活化，
以学生熟悉的生活内容来开展教学，实现教学与生活的结合。所
以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的基础上，要带领学生“走出去”开阔学
生的思维和眼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实践活动中去，比如
社会调查、社会参观等，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认知能力和社会生
活体验，保证较高的社会实践能力。例如，教学《我爱我的爷爷
奶奶》时，教师在制作教学课件时可将学生爷爷奶奶的照片进行
收集并应用，在教学中播放教学课件，让学生根据图片来介绍各
自的爷爷奶奶，讲述生活中所发生的感人事件，让学生通过真实
的生活情境理解家庭、爷爷奶奶的爱，从而提升学生道德认知能
力。教师还可以通过小品、角色扮演、辩论会等形式来使学生实
现教学知识与心灵的共鸣，达到学生道德情感培养的目标。 

（五）传递道德情感的正能量 
学生道德情感培养的效果与教师个人情感、价值观念有直接

的关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知识背景和个人素养。
因此，相关任课教师需保持自身良好的工作态度、积极的心态，
用自身的情感态度去感染学生，在潜移默化间实现学生道德情感
培养的目标。同时，教师应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深入
学生的内心，加强小学生思想道德认识教育，在教学中践行学生
道德情感培养。 

三、结束语 
总之，在小学品德与社会教学中，加强情感道德的培养，可

以不断提高学生综合素养，满足学生情感道德的培养需求，不断
提高小学品德与社会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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