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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说真话 道真情 追寻真课堂 
——小学品德课堂教学鼓励学生说真话策略例谈 

◆韩丽萍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实验小学  浙江宁波  315191） 
 

摘要：在现今的品德课上时常会出现学生的虚情假意，学生往往会说一
些与自己思想、情感相违背的话，不愿意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表露出来。
课堂上“假、大、空”的现象让我们感到异常尴尬。针对这种情况，结
合自己平时的课堂教学，试着让学生在品德课上敢于抒发自己的真情实
感，让品德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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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
做真人。”然而在真实的品德课堂上，时常会出现学生的回答与
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与自己的实际行为并不一致。如今很多孩
子在教学中以不真实的面孔面对老师与其他同学，以非内心真实
写照的话语来取悦老师，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深思考。品德作
为一门德育课程，应该把引导学生说真话、道真情、做真人作为
教学的最基本要求。 

一、课堂上存在的“虚情假意” 
生活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假”这个字，假烟、假酒……而

跟我们的教育有关的有“假考”、“假学历”……于是相对应的便
是打假活动的产生。也许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如今，学校的
品德课也出现了“假”字——学生的假情假意。 

（一）所说的与所做的不一致 
案例 1：浙教版五上《红绿灯》 
师：红灯亮了，你会怎么做呢? 
生齐答：停下来! 
但事实上，学生在上学、放学途中，闯红灯的大有人在。 
（二）所说的与所想的不一致 
案例 2：浙教版四上《集体处处有规则》 
执教本课，我创设了一个情境：下节课是同学们最喜欢的信

息课，课间同学们已经陆续去电脑室，可是王明的语文作业还差
一些没完成，他拼命地赶着，终于做完了，他急忙跑向电脑室。
过了一会儿，他的同桌追上他说：“王明，你的语文作业本交了
吗？没交老师可是要批评的！”这时，上课铃声响了。 

在教学时，我让学生讨论“如果你是王明，你会怎么做？”
同桌讨论时，学生甲说：“如果是我，我才不跑回去，玩电脑重
要多了，跑回去才是傻瓜！”全班交流时，我让甲发言，他站起
来一本正经地说：“我想我会先交好作业再去上电脑课。” 

对上述品德课上学生的“假”加以归纳，可以得到如下几个
特征： 

1.将“正确的话”与“真话”混为一谈 
一些教师往往不能很好的意识到“正确的话”和“真话”之

间的区别，当学生的回答与教材一致或与自己的想法一致时，就
给予大力表扬。在案例 2 中，学生甲说：“我想我会先交好作业
再去上电脑课。”是正确的话，而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案例 1
中，学生齐答遇见红灯停也是正确的话，而不是自己真实的做法。 

2.为展示自己好的一面而“见风使舵”。人都有个共性，就
是在公开场合展示自己好的一面，孩子也不例外。学生担心回答
不好会影响自己的个人形象，有时就不愿说真心话。 

二、课堂上的“虚情假意”带来的危害 
（一）弱化品德课的作用 
从教学方法上看，品德课的教学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如果

我们连学生的真实想法、做法是什么都不知道，还谈什么教学
呢？试想，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说假话，且教师并不察觉，或认为
已经达到自己的教学目标，讲不讲真话已经不重要了。并对其“正
确的假话”给予表扬，学生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吗？  

（二）扭曲学生的人格 
学习既是丰富知识、提高能力的过程，也是人格逐渐健全的

过程。在课堂上，如果学生撒谎不仅不会受到批评，还会受到老
师的表扬。长此以往，学生就会发现，原来可以心里想一套，嘴
上说一套；上课时说一套，行动时做一套。 

（三）价值观偏离，是非不分 
社会是个大染缸，可以把一块白布染成不同颜色的彩布。我

们的课堂虽远离这“大染缸”，但并不是与此隔绝，因此“大染
缸”中的污染多多少少会被带入我们的课堂。如果我们的教师不

能正确地对待与处理，那么我们这些“白纸”也会被污染。长久
下去，学生就会是非不分，甚至是非颠倒。 

三、追寻真课堂教学的策略 
（一）千呼万唤说真话、道真情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师必须对学生讲真话。这是有效地

教育青年的重要条件之一。最好的教育就是用真实来教育。学生
对于教师的真话和假话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必须使整个教育过程
充满真实的气氛。”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多方面入手，激发学
生“说真话”。 

1.用“真话”唤出“真话” 
想让学生在课堂上说真话，教师就首先要讲真话，以理服人，

以情感人，就能使学生心悦诚服；反之，学生只能跟着说假话。 
案例 3：浙教版四上《集体处处有规则》 
在教学这课时，我请学生说说自己有没有过不遵守规则的行

为？课堂一下子陷入了寂静。我主动说起了自己的真实经历：“韩
老师来说说自己吧，有时候上课铃声响了，教室在四楼，而办公
室在二楼，老师也就跑着上楼。有时上楼的同学多，我就只能靠
着楼梯的左边上……”听完我的真实经历，孩子们纷纷诉说了自
己有过的不遵守规则的经历。 

我用我的真诚打动了学生，也用真话唤出了学生们的真话。
这样的对话既让学生大胆地说出了真话，同时也反思了自己的现
实生活，在潜移默化中提升道德品质，从而有效地落实教学目标。 

2.用“现实”激发“真话” 
鲁洁教授说：“教育要回归生活，我们重视生活的教育价值，

其中特别要关注的是儿童正在进行中的现实生活。” 
案例 4：浙教版二上《我爱秋天》 
执教本课前我让学生进行了课前调查，让学生去大自然寻找

秋天的美，并带回展示。课堂上我提问：“你们喜欢秋天吗？为
什么喜欢？”小朋友们的小手犹如雨后春笋。 

生 1：我喜欢秋天，因为树叶黄了，一片片落在地上真美啊！ 
生 2：我也喜欢秋天，因为我家自己种的石榴成熟的，里面

有红红的像珍珠一样的籽，我终于可以吃了。 
…… 
在教室中闭门不出，问出同样的问题，收到的答案无非是“我

爱秋天”、“我喜欢秋天”，显得那么空洞，那么不真实。有意识
地把儿童带回到真实的生活中去，去观察、感受、体验、分析、
反思他们的生活，感受到了秋天的美丽。 

（二）一言一行道真情、做真人 
1. 课堂中悟做真人 
◆创设情境，学做真人。回顾我们的课堂，有时候学生之所

以说不出真话，与缺乏情感体验有关。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
结合学生生活实际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内心最真切的感受。把课
堂变成学生吐露真情的舞台，学做生活的真人。 

◆真真假假，辨做真人。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很多课堂中的
教育在现实中会让人困惑，我们教师只有在教育过程中充分尊重
生活的真实，把儿童当生活中的人来引导，才能使学生在真真假
假的辨认中学会做一个“真人”。 

2.生活中学做真人 
学生的品德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除了追求课堂上的真

实，只有把课堂教学延伸到平时的教育中，才能使学生做生活的
“真人”。如执教《家人关爱我成长》，我在课后布置了实践性作
业，既让学生关注家庭生活，又让学生养成了良好的劳动习惯，
还切实地把回报家人的爱落实到实际行动中，真可谓一举三得。 

用我们的真心、真诚让孩子在课堂上回归真实吧！品德课是
开放的，因为只有我们的“真心”才能唤来学生的“真话”，“真
话”源自“真情”，“真情”是“真行”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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