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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以学定教 多位展开 
——《生活中的规则》一课教学实录及其反思 

◆周  玲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江苏省无锡市  214031） 

 
摘要：德法课程标准特别强调：“儿童是在真实的生活世界中感受、体验、

领悟。只有源于儿童实际生活的教育活动才能引发他们内心的而非表面

的道德情感、真实的而非虚假的道德体验和道德认识。”《生活中的规则》

一课的教学结合了德法课程生活性、开放性、活动性的特点，整个教学

以活动为中心，活动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

中发展他们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实践操作、表达交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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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课程标准特别强调：“只有源于儿童实际生活的教育活
动才能引发他们内心的而非表面的道德情感、真实的而非虚假的
道德体验和道德认识。”上学期，我有幸在区德法教研活动中执
教了《生活中的规则》一课，本课结合了德法课程生活性、开放
性、活动性的特点，整个教学以活动为中心，活动以学生为中心，
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中发展他们自主学习、合作探
究、实践操作、表达交际的能力。 

根据三年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特点，主要采取课前搜集资
料、创设情景、分享交流、游戏、创编小品、探究讨论等形式，
将教法与学法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让学生在感受、体验、领悟、
内化中，达成本课的教学目标。 

【课堂实录】 
一、游戏导入，感知游戏中的规则 
师：同学们，你们喜欢玩游戏？那现在就让我们玩一个小游

戏——吹气球，谁想玩？ 
请 2 位男生、3 位女生上台吹气球，男生吹 5 秒，女生吹 10

秒。 
师：女生获胜！问：我看到某些同学对这个比赛结果不满意，

怎么了？ 
生：女生吹的时间长，男生人数又少，这样比不对。 
师：那么，你们能给这个游戏提出一些建议吗。 
生：应该有相同的人数，比赛的时间要一样。 
师：老师把刚刚大家提出的这些建议总结归纳，列出了四条，

请一位同学来读一读。 
课件出示： 
1、每组选出 3 位选手参加比赛。 
2、比赛用时 10 秒。 
3、老师发令“开始”出气球，发令“结束”立即停止。 
4、数量多、气球大的一队获胜。 
师：其实，这四条就是吹气球游戏的——规则。让我们根据

这个规则，重新进行一次游戏。 
一位男生上台，重新比赛。 
小结:你们对这个比赛结果满意吗？你看规则多重要呀，有

了它，游戏才能顺利公平地进行，我们玩的时候才能尽兴。 
师：那规则到底是什么呢？ 
生：规则就是标准、准则、就是游戏的制度。 
师：同学们说的不错，规则，由大家共同制定并通过，要求

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 
二、寻找班级、学校中的规则，明确规则的重要性 
师：原来规则就是我们生活中必须要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

则。比如，我们是三（2）班的同学，生活在这个班级里，我们
就要遵守很多规则，你知道有哪些吗？ 

生：我知道上课发言要举手。上课要专心听讲。 

生：我知道课间游戏不能追逐打闹，要文明休息。 
师：原来大家知道这么多班级里的规则呐，怪不得我们三（2）

班那么有秩序、讲纪律，看来规则的功劳不小哇。周老师听说我
们三（2）班还有班规，是吗？ 

课件出示班规 
师：让我们一起来重温班级公约，做讲规则的好学生！（学

生齐读班级公约） 
师：课前，周老师给大家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业——到校园

里去寻找规则，你找到了吗？课件出示要求：小组交流，把自己
找到的规则和小伙伴一起分享，然后贴在规则任务板。 

生 1：我们小组在学校的楼道里、楼梯上找到了规则，有许
多“上下楼梯靠右行”等的标语。 

生 2：我们小组在学校的专用教室，比如科学实验室里、计
算机房里等都找到了规则，有的挂在墙壁上，有的有专门的规则
本。 

生 3：我们小组知道每天用餐、集会等都有规则，比如吃饭
的时候改遵循用餐的规则，师：大家找到了这么多校园规则，可
真棒啊！这些规则有的告诉要注意安全，有的让我们养成良好的
学习和生活习惯，还有的让我们成为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好学
生。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这些规则，我们的学
校生活才会那么井井有条。 

师：身为小学生的我们，除了遵守校规，还要遵守《小学生
守则》以及《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规则要求。 

师：社会生活中也有着许多规则。你知道吗？ 
生：我知道有许多的交通规则，比如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

不能闯红灯。 
生：在公园里不采花，不乱扔垃圾，玩游戏的时候要排队等

候。 
师：确实，其实在我们的家庭中也存在许多规则，我们俗称

家规。良好的家风、家规不仅能让家庭成员和谐温馨地相处，更
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风气的体现。你能说说你家的家规吗？ 

生：我们家的家规有不准说谎，要诚实。 
生：我们家要求我要尊老爱幼，文明有礼。 
师：正因为有了和谐的家庭，才有了我们和谐安宁的社会。

看来，无论我们是在校园里，还是家庭社会中，到处都有规则。 
三、寻找生活中的规则，学会遵守规则 
师：同学们，既然生活中处处有规则，我们就应该——守规

则。你能遵守规则吗？让我们赶快到规则体验馆去体验一番吧！ 
活动之前，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小组体验活动的规则。 
课件出示： 
1、组内成员商讨一致后确定表演内容。 
2、小组成员分工共同完成表演。 
3、当观看其他小组表演时保持安静。 
学生分小组进行体验，三个场馆：博物馆、地铁、电影院。 
学生进行体验表演，并说出其中的规则。 
师：这些公共场所的标志都在提醒我们，应当时时遵守规则。

（板书：时时守规则） 
四、链接时事，明白不遵守规则的危害 
师：但是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他们藐视规则，不遵守规则，

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出示三则新闻： 
第一则：火车上霸座现象不断出现，屡屡成为舆论热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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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霸座之人也受到了相应的罚款和惩处。 
第二则：7 月 23 日下午，在北京延庆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内，

一名自驾游女游客无视规定，在危险的猛兽区下车后被老虎袭
击，造成 1 死 1 伤。 

第三则：10 月 28 日，一名乘客刘某因自己坐过站要求司机
中途停车，遭拒绝后与司机发生争吵，随后与司机发生肢体冲突，
导致公交车失控，坠入江中，车上 14 人无一生还。 

师：读了这三则新闻，你有什么感受？选一条来说一说。 
生：动物园的那则新闻中，确实是女游客自己藐视规则才导

致的后果，藐视规则后果很严重。 
生：乘客刘某因为自己的情绪让全车的人陪葬，她没有遵守

规则， 后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师：同学们，你们说得对，其实 后一则新闻还有一个后续

报道。 
出示后续报道： 
乘客刘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涉

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师：同学们，生活离不开规则。有些规则是人们约定俗称的，

违反了会受到谴责、批评和教育；还有一些规则变成了文字，
终上升为法律。要知道，法律是 刚性的社会规则，任何人都不
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同学们，让我们用实际行动遵守规则，做一
个遵纪守法的小公民！ 

【反思追问】 
1、多体验，引发对规则的思考。 
《课程标准》中指出：“儿童品德的形成源于他们对生活的

体验、认识和感悟”。在《品德与社会》的教学中必须强化体验，
才会“有利于儿童构建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形成内化的
道德品质”。而体验始于兴趣，载于活动，终于感悟。 

以吹气球游戏开始教学，这种采用孩子喜爱的游戏导入教

学，能激起学生强烈好奇和浓厚的兴趣。而后设计了“规则体验
馆”的环节，为学生创设了喜闻乐见的情境。个体完成学习单，
小组完成体验活动，灵活多变的教学组织形式，使学生在整堂课
中始终保持着美好、愉悦的心理状态和积极高涨的学习热情。 

2、多探究，挖掘对规则的认识。 
德法课程必须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保护

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在这堂课上采用了不同的学
习方式，有课前搜集资料（家规的呈现）、个人自主完成学习单、
小组体验活动，这些不同的学习方式，把学生的道德行为落实到
了实处。特别是“规则体验馆”的环节，这是从道德认识到道德
行为的辅助环节，也是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自身心灵与外界环境的
交流。它能使学生在已有知识、思想、情感、行为中体验到道德
问题，从而对知识问题产生兴趣，进一步加深探究，发现不足，
自我完善，自我矫正。 

3、多角度，领悟对规则的理解。 
整堂课将对“规则”的理解划分为三个层面——班级里的规

则、学校里的规则、社会里的规则。从不同的场域引导学生领悟
对规则的理解。 

反思本堂课作为第一课时，教学内容可能太多了点，在课时
划分还应该进行进一步地商榷。新教材融入了核心价值——国家
意识、公民意识和规则意识。本课的教学，目的也是想通过教学
实践，帮助学生形成有规则的道德生活。面对新教材，我们德法
老师更应该用全新、发展、生活的眼光看待，从学生出发，把握
精髓，用更好的教学设计呈现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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