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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低段学生规则意识培养的教学策略浅析 
◆孟春红 

（河南省新乡市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  453000） 

 
统编教材《道德与法治》于 2017 年秋季正式在全国推广使

用，新教材的一大转变就是在小学低段把规则意识的培养纳入了
法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根据这一变化，我们在小学低段《道德与
法治》课堂教学中，通过活用教材、立足生活、开放延伸对小学
低段学生规则意识培养的教学策略进行了一些探索。 

一、活用教材，知晓内涵，让规则入脑 
对低段学生来说，“规则”是抽象又模糊的概念，理解起来

较为困难，因此课堂上教师在讲解规则的时候，不能单一说教，
要让抽象的规则通过多元化的教学形式生动地展现，让学生了然
于心。 

（一）在故事中传递规则 
优秀的故事和绘本往往集趣味性与教育性于一体，教师可以

借助与主题相关的有趣故事、绘本等，把抽象的规则通过一个个
精彩生动、引人入胜的故事和画面去传递，唤起学生心中的规则
意识。例如在我市举办的规则类教学课例研讨交流会上，作课老
师在执教《这些是大家的》一课时，在课堂上引入了《这样的星
期一快乐吗？》这一有趣的绘本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小宇星期一
到教室刚要坐下，就摔了一跤，原来板凳腿断了；第一节课语文
考试，小宇刚写了几个字卷子就被划破了，原来课桌上不知什么
时候冒出了几个“小洞洞”；下课了，小宇直奔直饮机，打开水
龙头却一滴水没有，原来饮水机出了故障……通过一个个倒霉的
故事情境，使学生明白了“公物与我们日常生活学习的重要性，
我们要爱护公物”这一规则，让规则意识的培养通过小宇的一系
列遭遇，在学生心中激起波澜，引发思考，认同“爱护公物”这
一规则，达到了润物无声的效果。 

（二）在游戏中传递规则 
游戏是低年级儿童的重要学习方式。在日常教学中，教师会

设计各种各样的小游戏，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的积极
性，引导学生在快乐的游戏中学规则、守规则、用规则。例如在
我市统编教材跟进培训会上，一位老师在执教《交通“信号”要
知道》一课时，设置了“交通信号我知道”抢答游戏，，把枯燥
的交通信号识记学习变成了有趣的游戏，让孩子们在兴趣盎然的
游戏过程中认识了必须掌握的交通信号，清楚了必须要遵守的一
些交通规则。 

（三）在歌谣中传递规则 
歌谣是低段教学中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富有趣味性，朗朗

上口，便于儿童理解和记忆。因此，教学中老师会将一些规则用
歌谣的形式呈现，用童言童语代替呆板生硬的规则条文，便于规
则意识在孩子心中播种。例如在我市举办的规则类教学课例研讨
交流会上，作课老师在执教《大家排好队》一课时，老师为了让
学生掌握排队的方法和规则，在课堂上融入了“人人排队讲文明，
先来后到不插队，保持间距有礼貌，先下后上靠右行，尊老爱幼
懂礼让”这首儿歌，儿歌朗朗上口，轻松欢快，孩子们念一念、
拍一拍、唱一唱，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排队规则。 

二、立足生活，强化体验，让规则入心 
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指出：课程必须植根于儿童的生活才会

对儿童有意义，课程目标主要通过儿童在教师指导下的活动过程
中的体验、感悟和主动建构来实现。教师要努力架起教材与生活
的桥梁，将规则意识的培养与儿童已有的生活经验链接起来。 

（一）在多元活动中悟规则 
只有源于儿童真实生活中的规则体验、反思与感悟，才能建

立儿童内心的规则认知、认同。因此，教师要将教材与教室里儿
童的生活进行对接，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增强规则认识与体验。
例如《这些是大家的》一课，执教老师设计了对比体验活动。第
一次活动是让全体学生起立，在没有桌子、凳子的情况下书写 5
个字“如果没有你”；第二次活动是让全体学生坐下，在有桌子、
凳子的情况下书写 5 个字“我想对你说”。两次体验活动之后，
让学生交流感悟，学生在活动中真正明白了公物的重要性，在情
感上真正认同了“我们应该爱护公物”这一规则。 

（二）在道德辨析中明规则 
大部分低段学生对于规则的了解多停留在表层，真正入心的

不多。因此，我们要基于学生年龄心理的特点，及时捕捉一些有
争议性的现象和话题，让学生“说一说”“辨一辨”“议一议”，
在集体交流中产生思维的碰撞，从而明“规”导行。如在教学《我
们不乱扔》一课时，执教老师创设了一个常见的生活情境：“在
一个没有垃圾桶、没有人监督、本已有一些垃圾的大街角落，我
手上的垃圾可以仍在这里吗？”引导学生结合实际进行辨析导
行。这种思辨的学习方式，不仅有助于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更有
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规则认知与判断。 

（三）在热点事件中懂规则 
社会生活中的热点事件对儿童的道德成长和影响不可避免，

老师应以此为教育契机，抓住时效引导孩子正确认识和解读社会
事件，形成道德判断能力。如在教学《大家排好队》一课时，执
教老师把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海洋馆踩踏事件，16 名学
生受伤”这一社会热点问题引入课堂，让学生讨论不按秩序排队、
不守规则带来的严重后果，懂得守规则能让我们更安全。 

三、开放延伸，内外合力，让规则入行 
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指出：本课程面向儿童的整个生活世

界。教学内容从教科书扩展到儿童生活的各个方面；课堂从教室
扩展到家庭、社区及儿童的其他生活空间。要实现学生规则意识
的良好建立，应该尊重儿童的年龄特征，从儿童的视角出发，通
过课前调查、采访等活动，让学生亲历感悟规则；通过课后践行、
争星评比活动逐步形成规则意识，养成良好地遵守规则的行为习
惯。 

（一）实践参与，感悟规则 
有效的规则教育，离不开学生的实践参与，参与的过程也是

学生体验感悟的过程。如一位老师在执教《大家排好队》一课时，
就安排了课前调查活动。让学生利用周末时间到商场、医院、火
车站等地方调查排队情况，用拍一拍、画一画、写一写的形式记
录下来，在课堂上进行分享交流。因为有了课前的实践参与，课
堂上学生发言特别积极，你一言、我一语，在交流分享的过程中
感悟排队的意义和规则并指导自己的行为。 

（二）争星评比，践行规则 
规则一旦形成就如同签订的契约一样，要不折不扣地加以执

行，否则规则就如同一纸空文，久而久之学生容易麻痹、漠视。
要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课后践行是重中之重，争星评比，践行
规则，是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有效手段。如一位教师在执教
《大家排好队》一课时，设计了课后“排队小能手”争星实践活
动并进行周评比、月评比，评出班级排队小能手。在践行过程中，
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帮助学生养成遵守规则的良好行为习惯， 

总而言之，小学低段是学生建立秩序感的黄金季，是培养学
生规则意识的关键时期，通过有效的课堂教学策略实施，让学生
从规则认知到规则认同，最终达到知行统一，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