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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让品德教育走进学生生活 
◆彭兆明 

（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小街乡中心小学） 

 
品德与生活课程是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培养品德良好、

乐于探究、热爱生活的儿童为目标的活动型综合课程。我们知道，
道德认知源于生活，道德发展为了生活，教育与生活浑为一体。
因此,无论是在品德课堂上,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应该将品德生
活化,生活品德化。教师要使书本世界与学生的现实世界贴近，
强调对“生活的回归”，从生活中来，再到生活中去，使品德课
堂不再是零散的、孤立的与生活隔离的，而是生活的一部分，能
帮助他们更正确、更美好地生活。总之，要让生活走进品德课堂，
再将品德课堂引向生活，注重学习与生活的连接。     

一、寻找课堂与生活的对接点   
新课程标准下的品德与生活教材是以学生的生活为基础的

活动型综合课程，它使得学生生活与课堂教学的对接成为可能。
品德来源于生活，也存在于生活的每个角落。低年级学生虽然年
少，但生活经历并非一张白纸，每个学生由于生活环境和经历有
所不同，会表现出个性的色彩。我们的品德教学如果能引导学生
在教材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与教学要求中的品德内容互相链
接起来，定能获得事半而功倍的效果。比如，在教学《我换牙了》
时，可以引导学生回忆“你掉过牙吗？当时心情怎样？”这样能
拉近学生与教材、与课堂的距离，从而更好地促使他们明白保护
牙齿的方法和重要性。     

二、寻找生活在课堂的落脚点 
叶圣陶先生强调“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因而，在教

学中要注意创设生活化的情境，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创设教学
情境是模拟生活，使课堂教学更加接近现实生活，使学生身临其
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加强感知，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激
发思维。因此，在正式讲授教学内容之前，创设与教学内容有关
的情境以引起学生的好奇和思考，是激发学生求知欲和内在学习
兴趣的有效方法和手段。     

创设生活化的教学情境，教师应注意：创设情境所选用的材
料必须是与课堂教学内容有着内在联系的、贴近学生生活实际
的、真实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材料。例如，在《礼貌的力量》
教学中，设置了两个直观的生活情景，一是在公共汽车上，一位
中学生坐在“老弱残疾专座”上，旁边站着一位老人。二是一学
生拿着一份调查问卷表向一位老人做调查：老头，填个调查表好
吗？老人头也不回地走了。通过学生讨论交流感受，得出了礼貌
待人就能得到他人的接纳，对人不礼貌，就会得到他人的厌恶，
就会伤害他人，礼貌能帮助我们成功，使学生体验到了礼仪的重
要性。这样，巧用教材内容设置情境，设置出人性化的教育氛围，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学生，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三、寻找品德在生活的延伸点      
美国教育教学中流行这样一句话：我听了，我忘了。我看了，

我知道了。我做了，我懂了！这句话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作为思
想品德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应充分考虑学生，不能让学生成为听
众，应组织他们多看、多做，多参与合适的活动，让学生真正成
为学习的主体，使思想品德教学过程成为学生反复亲历体验的过
程。  

在课堂上，教师可以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活用教材，引导
学生参与教学活动。以《礼仪展风采》一课为例，我依据《思想
品德课课程标准》要求，以学生为本，以有利于学生发展为宗旨，
在活动中体验，在体验的基础上明理，在明理的基础上践行。在
教学过程中我设计了如下活动：首先让学生观看一段三军仪仗队
在接受检阅时的录象，让他们欣赏仪仗队的飒爽英姿。然后让学
生根据他们所观看的，叫几名学生上来学一下，让他们体验一下
礼仪的风采。接着联系学校生活中的实际，作为中学生该以怎样
的礼仪来展示我们的风采。随后让学生分组表演如何站、立、行、
笑，让他们评价一下谁最能体现我们中学生的风采。然后再进一
步推广，教师引导启发学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礼仪都有不同
的要求。接着我就让几名学生上来表演在家中如何接待客人，通
过表演，让学生明确待客的礼仪要求，并进一步让他们明白礼仪

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活动中，学生认知有展现的过程，情感有渲
染的过程，行为实践有亲自体验的过程，这些过程都有利于促进
学生的主动发展。学生通过自己活动获得的感受是有血有肉的，
是自己总结出来的认识，特别可信。如果教师只是照本宣科，学
生分析课文得出要点，充其量能把它记住就不错了，此两者的效
果是截然不同的。让学生在关注生活、思考生活中获得与课堂教
学内容相关的初步的感性认识，同时，学生在课中所学的道德知
识又能够在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境中得到感受、体验，得到巩固、
深化，从而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变成自己的精神财富，两者
相得益彰，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此外，在教学中，教师还应该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走向校园、
走向家庭、走向社会。英国学者麦克菲尔指出：“任何道德教育
课程如果局限于教室里，不指向社会现实，实质上不是道德教育，
是非道德教育。”因此，在课前或课后，教师应该有目的地要求
学生开展采访、调查、参观、访问等形式的实践活动。在设计《亲
亲大自然》这一活动时，首先，带领学生亲自到公园寻找春天的
美，把学生的目光引到课本以外的知识世界中去。其次，通过学
生亲自体验春天、观察春天，引导学生了解春天不仅是个美丽的
季节，而且是个生机勃勃的季节，使学生在活动中热爱生活、学
习做人。因此，只有学生通过自己计划活动内容，全身心投入活
动过程，才能使学生真正感受到春天带给他们的快乐，感受到大
自然的美，从内心深处想去保护大自然。教师通过改变教学方法
才能把道德寓于儿童的生活中，才能使儿童在活动过程中形成良
好的品德。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
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在德
育过程中，学生通过对具体事物的发现、感知、实践和体验，领
悟了其中的道理，从而入脑动心，其教学效果才能明显。加强道
德实践体验，让思想品德课更加生活实践化，我们就会丰富德育
内涵，提高思想品德实效，真正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培养出德
才兼备的一代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