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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如何落实道法课堂中“知行意”刍议 
◆杭  鹏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215000）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中小学生还要进行文明行为的养成教育。”
[1]道德与法治课堂可以说是学生行为养成的教育主阵地。注重在
道德与法治课堂中实践学生的行为养成，就是要注重学生核心素
养的养成，让学生的核心素养在道法课堂上落地生根。道德与法
治课程的核心，就是“做人”。 

鲁洁教授说：“‘做人’包含着深刻的意思；第一，人要意识
到自己是个人，自觉按照人的样子去‘做’才能成人；第二，‘做
人’是人的意志性活动；第三，‘做人’是人的践行活动。”[2]对
应道德与法治课堂，就是“知”、“意”、“行”。[3]正如金鸡湖学校
张莉莉博士曾在讲座中提到，道法课堂，要让学生有所认知、乐
于接受、愿意实践。 

一、知——趣味导入，有所认知 
兴趣，是激发行为需求的重要因素。通过激发兴趣来引导行

为需求，才会让学生愿意去接受认知。学生对一堂课是否有趣味
的判断，往往决定了这一整堂课他是否愿意被老师吸引，从而被
老师“洗脑”。 

1.创设卡通人物，激趣导入 
教师可以创设一个学生喜欢的卡通人物，引出话题、引入情

境，给大家出难题、出任务，说教师或教材想说的话，带领学生
在激趣的气氛下，有所认知。如苏州工业园区方可老师在执教《大
家排排队》教学时，方老师就设计了跳跳蛙这一形象，课堂伊始，
就邀请小朋友一起游苏州，在旅途中收获排好队的本领，听起来，
既好玩又能学本领，学生何乐而不为呢！从生活中取材，激发好
奇道法课堂，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理论说教，脱离于生活。
学生自然感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一旦和自己的日常生活
有了关联，也就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和了解欲。 

如笔者在教学《我们小点儿声》一课时，上课伊始就宣布了
一个好消息，本周五要春游啦！底下学生一听，激动不已，欢呼
讨论声此起彼伏。我用手机拍下这一镜头，用希沃系统传至屏幕，
及时播放给学生看，让他们自己谈谈感受。学生愿意说，愿意想，
也就开始了认知。 

童趣，可以说是儿童观察生活的一种视角，也是感知真实生
活的一种体验，教师要善于运用童趣教学，为学生理解和学习道
德与法治课程，开启一扇探究知识、体验情感的新窗口。[4] 

二、意——贴近生活，乐于接受     
如果说，“知”是知道“（好）人的样子”，那么“意”则是

要有按照“这个样子”去做人的主动意愿和坚强意志。 杜威强
烈反对“静听的课程”，转而强调经验，强调“做中学”，强调“使
学生在代表重要社会情境的主动作业中有机会获得观念和知识，
并有机会检验这些观念和知识”。 

1.创设真实情境，引发讨论 
学生的感悟往往是伴随着学生自己情感的调动和所参与的

教学活动而存在的，贴近生活的情境体验往往能够激发学生内心
的情感体验。 

如丹阳市正则小学杭涛老师在教学《做诚实守信的人》时，
就设计了一则“特别的留言”：“老师您好，我是黄子轩的妈妈，
今天黄子轩在学校不小心打破了玻璃，他心里很难过，回家就告
诉了我，他想说声对不起，他不是故意的，另外，他一定赔偿，
明天就把钱带去给老师。”在具体情境下，请学生讨论：你觉得
黄子轩是个怎样的孩子……大家都不知不觉将自己代入到黄子
轩同学的情境中，通过大家的讨论和评价，了解了诚信的珍贵。 

2.设计有效活动，真实体验 
教师在设计体验活动时，要设计真活动，贴近学生的真实生

活，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认知和行为现状，抓住学生在实践中会
遇到的具体问题，一些“两难选择”，抓住一些“痛点”来指导
行为，这样的道法课，才能让学生有感而行，有生长点。 

如方可老师在《大家排排队》一课中，更是设计了丰富的体
验活动，让学生知道了为什么要排好队。通过情境体验来讨论：

排队人多怎么办？遇到熟人，能不能插队？并模拟场景，现场考
核：图书馆进新书，书少人多怎么办？这些体验活动，很真实，
每个学生都可能会真实碰到，所以有话说。现场考核，更是直接
呈现学生的真实选择。此时，正确的行为导向并不是教师开口直
接告诉你，而是大家说，事实说，让你心悦诚服。 

2.亮出视频镜子，照出美丑 
视频，就像一面镜子，真善美和假恶丑都能从中呈现。合理

选取一些视频资源，就像是拿着一枚放大镜，将生活中的细节放
大给学生看。如笔者在教学《平安出行》这一课时，就拍摄了清
晨学校门口同学们过马路的小视频。呈现同学们过马路的不同选
择：一种是很着急，却仍旧选择等待绿灯再过；一种是无视红灯，
一路狂奔；一种是下车后直接横穿马路，不走斑马线；还有一种，
则是家长带着学生一起横穿马路，无视交规。视频这面镜子，在
同学们“照镜子”时，就多半照出了学生行为上的对与错。经过
讨论和引导，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就自然种植在心。 

杜威认为，“最好的一种教学，（是）牢牢记住学校教材和现
实生活二者相互联系的必要性，使学生养成一种态度，习惯于寻
找这两方面的接触点和相互的关系。” 

三、“行”——正面强化，愿意实践 
一堂道法课，只能让学生树立起一种良好行为习惯的意识，

将意识转化为一种内发的行为习惯，则需要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
落到实处，反复训练、不断强化。所谓强化，从其最基本的形式
来讲，指的是对一种行为的肯定或否定的后果(报酬或惩罚)，它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这种行为在今后是否会重复发生。 

1.标准统一，遵循一致。正面强化要遵循一致性原则，指教
师对学生强化的内容、性质、标准要坚持一致，强化所提供的各
种反馈信息要前后一致，避免相互矛盾。如若教师对学生的行为
作出肯定性评价，而家长却对学生的这一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
或是某教师今天表扬了学生的这一行为，明天又批评这一行为。
如此这般，让学生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2.及时延申，落到平时 
正面强化还要遵循及时性原则，指教师在学生行为反应后及

时给予信息反馈，以提高学生对强化的认识和理解。大量的科学
实验和实践经验证明，教师提供反馈愈及时、具体、明确，则对
行为的强化效果愈佳。 

在《大家排排队》一课结尾，方老师就设计了开展“21 天
排队习惯养成记”活动。连云港师专一附小教育集团黄勇老师则
带领同学们共同讨论并制定班级公约，号召同学们课后“文明见
行动规则在心中”，用自己的行动争取“五好银杏娃奖章”。 

3..榜样示范，正面强化 
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良好的行为一旦得到正面的表扬

或鼓励，会激发其他同学去模仿和学习。教师在平时的教育教学
中，要善于抓住一些模范行为进行正面强化。利用“小贴纸”、
“小奖章”等形式进行及时奖励，还可以定期开始相关的评选活
动。通过这种方式，激励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完善自己的
行为，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这种互相学习、相互竞争，也会营
造一种互相提醒、互相完善的良好氛围。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写道：“当你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
都忘掉以后，剩下的就是教育。”如果一堂道德与法治课，能够
给学生留下一些正确的认知或意识，指导一种良好行为或习惯，
或许就是道德与法治教师最大的价值和最棒的追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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