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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生活情景请进小学《道德与法制》课堂 
◆郝  媛 

（山西省晋中市经纬小学  山西晋中  030600） 

 
摘要：《道德与法制》这门课程构建的是一种积极、快乐、有意义的生活。

要让学生在这种情境化、生活化的课堂教学中发展，在课堂发展中指导

生活。生活化——是这门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换言之儿童思想道德和

行为习惯以及作为一名公民所必要的公约性的形成应该源于他们对生活

的体验、对生活的认识、对生活的感悟。在教学中必须要立足生活，贴

近生活，并让学生深刻参与其中，再加之家校共育的长期配合才能达到

长久的教化意义，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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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制》的总目标是“促进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发展，
为学生认识社会、参与社会、适应社会，成为具有爱心、责任心、
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个性品质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奠定基础”。总
目标的阐述中也指出了道德与法制课的特点，那就是与社会、与
人们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也要求我们制定目标要情境
化、设计课堂要生活化。同时新课程理念也倡导道德与法制教学
要依托生活、回归生活，强调以儿童现实生活为课程基础。 

[教法一]补白教材内容，把学生的生活情景搬进课堂 
我们的道德与法制课程中大篇幅的都是一些插图，如何才能

把简单的内容教的丰满，是我么每一位老师要潜心研究的。越是
简单的东西越讲究教学方法的灵活与深入浅出。那么具体到这门
课程，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紧抓儿童生活，用生活这本万能工具书
区补白我的课堂，丰富学生的体验，延续课堂的外延。 

[镜头一]家校合作养习惯——课堂源于生活 
我在教学《吃饭有讲究》这一课时，提前一周便布置了“好

习惯 21 天养成记录卡”，要求家长朋友悄悄拍摄孩子们在平时有
哪些坏习惯，同时引导孩子要注意哪方面的饮食习惯和礼仪，本
周要改掉一个自己的坏习惯，并用图片记录下来。 

一周后的课堂上： 
师:“孩子们，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吃饭不单单是一顿饭，

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一周的努力，拟可以分享自己最
大的进步吗？” 

生：“老师，请看我的图片，我以前玩筷子，现在好好吃饭
了。” 

生：“我以前躺在沙发上吃饭，现在坐在餐桌上，你看我的
照片，我多棒呀。” 

生：“老师，我以前还让奶奶喂饭呢，现在自己吃。” 
这时候老师说：“看看爸爸妈妈为大家悄悄记录的那些以前

的坏习惯吧（出示家长偷拍的照片）。孩子们，你们想对过去一
周的自己说些什么呢？” 

生：“我想对自己说，嘿，小伙子，吃饭有讲究要礼让长辈。” 
生：“亲爱的童童，你要一直坚持哦。” 
…… 
孩子们七嘴八舌，此时我将父母提前录制好的《宝贝，我想

对你说》播放给孩子们看，孩子们在悠扬的音乐中，听着父母隔
空的期望，感受着父母细腻绵长的爱，课堂上安安静静，甚至有
小声的抽泣。 

此刻，我觉得我们课堂是在享受，我们的孩子已经把课堂做
为起点，跃跃欲试，为以后的展翅翱翔做好了准备。 

[思考一]课堂、生活——你侬我侬，不能分离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生活即教育”。其内涵为：生活教育是

给生活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
教材并不是我们教学的唯一资源，学生的活动环境、生活经验、
情感体验甚至父母的评价都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资源。课程标准在
教学建议中提出了“丰富学生的生活经验”、“充实教学内容”和
“拓展教学空间”的要求，也就是在教学过程中要严格摒弃脱离
儿童生活实际、说教式的教育方式。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我尽
力做到把学生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和本课程的教学内容联系起
来。教学设计时让教材与儿童的真实生活之间建立起一种“互为

带入”的模式，形成了“你侬我侬，不能分离”的关系。因此，
在课堂上的回归生活使学生能在情绪上受到感染、情感上产生共
鸣，从而触动了学生的心弦，激起了学生的体验。 

[教法二]扮演与模拟，让情景化融进教学方式 
在教学中我们要树立一种“教学即生活”和“生活即教学”

的观念。换言之品德课的教学要以儿童的生活为主线，以儿童丰
富多彩的实际生活为内容，以密切联系儿童现实生活的活动为载
体，以儿童的整个生活世界为教学空间，让生活走进儿童，让儿
童走进生活，让品德融入生活。 

儿童是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可以在
各种活动中实现。道德与法制的教学策略、教学方式应更贴近生
活，更生活化。 

[镜头二]角色扮演——模拟意外处理 
我在教学《别伤着自己》这一课时，小朋友提前准备了常用

的医用药物：棉棒、碘酒、绷带、酒精棉、胶布等。当孩子面对
书上插图昏昏欲睡时老师做如下教学情节： 

师：孩子们，想不想当一次小护士，老师看看谁能借助刚才
所学的知识，和你的同伴进行现场模拟表演呢？优秀小护士老师
奖励他一个红十字的小帽子。 

生：我们小组会细心再看一次书的！ 
接下来孩子们小组内开始回顾使用的注意事项，应急处理伤

口的必要步骤，严密讨论后开始了情景模拟，一个个认真、严肃。 
[思考二]对话文本——在生活中“取样” 
这种模式通过设置与课本中类似的生活情境，让学生进行角

色扮演，把课本当作药引，使学生向生活“取样”，从中获得相
应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对于低段孩子来说，这种形式简单易操作
而且时效性强，往往在课后还自发地围在一起继续“扮演角色”，
学生的学习兴趣很浓，收到的效果较好。 

角色扮演旨在引导学生与文本进行对话，让学生融入文本之
中，让文本中的情境形象直观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唤起他们已有
的经验和体验，并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参与辨析。更重要的是情
境中总是蕴涵着十分丰富的行为思想方面的信息，可供他们观
察、体验、探究，从而得出自身的价值判断。 

[教法三]模拟生活——拓展教学时空 
学生品德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渐进的过程。在教学

中，必须在立足课堂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模拟”生活，让
道德与法治从生活中来，又回到生活中去，拓展教学时空。 

[镜头三]现场生成——教育目标最大化 
《沉著冷静巧应对》可以在课堂内模拟陌生人敲门、陌生人

打电话，学生扮演马小虎独自在家面对陌生人的应对的场景，让
学生“真实”地体验应该如何面对陌生人，怎样处理突发问题，
学会一些防范坏人、自我保护的方法。这样学生体验更深刻，教
育目标更容易实现。 

在教学活动中，老师要善于找到课本与生活的纽带，脐带血
要充足而富有营养，从课堂生活拓展到学生的学校、家庭和社会
生活，最大可能地、立体地、多元地整合生活中的教育资源。在
此基础上要让学生积极地体验社会生活，参与社会实践，通过丰
富的活动不断充盈和发展自己的生活经验。使我们的道德与法制
教学能更加贴近儿童的生活，体现回归生活、高于生活、引导生
活的理念，实现道德与法制教育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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