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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以生活素材为抓手的道德与法治课堂 
◆白  莺 

（常州市花园中学  213000） 

 
“生活即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

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陶
行知） 

教学案例 
教学内容：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七年级（上）《活出生命的精

彩》 
教学片段： 
环节一：贫乏与充盈 
师：同学们，你觉得自己的人生态度是贫乏还是充盈？大家

拿起自己手中的选择器，1 代表 A（沉迷网络和游戏、日夜追剧、
睡懒觉等），2 代表 B（跑步、听音乐、看好书等）。 

师：（当场统计）我们来分析一下，A 长此以往会怎样？ 
生：身体，心理，学习等方面都会有害。 
师：既然如此，为何还有那么多人选择 A？ 
生：懒惰，没有自制力，没有奋斗目标等。 
师：其实这样的状态就是贫乏的表现。那如何使自己的假期

生活充盈起来呢？请同学们讨论并改善自己的寒假计划，使计划
丰富而又合理，并展示。 

生：学生完成后拍照，大屏幕上展示并自行解说。 
师：同学们的计划中都包含了学习、娱乐、认识世界几个方

面，我们发现生命是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热爱学习、乐于实践，
在探索中扩展生活的阅历，让生命充满是色彩与活力。 

刚刚有同学说到了旅游，大家知道旅游是要一定费用的，就
有同学说了，有钱人才有充盈的生活，贫穷的人过的都是贫乏的
生活，你同意吗？ 

生：思考回答。 
师：生命的贫乏多指精神层面，生活的贫穷多指物质层面。

有些人虽然物质条件充裕，但精神却是贫乏的。当我们敞 自己
的胸怀，不断尝试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建立联系，对生命的
理解力就会不断增强。生命得到滋养，也因此而一点点充盈起来。 

环节二：冷漠与关切 
师：假如，我们路遇摔倒之人，到底扶不扶？请同学们做出

选择并讲述理由。 
生：讲述理由。预设：（扶：爱护他人生命）（不扶：怕被讹

诈） 
师：我们怎么做才能既帮助了他人又保护了自己？ 
生：提出双全的方法。 
师：感谢同学们的锦囊妙计，既帮助了别人，也保护了自己，

让这个社会充满了温暖。那么我们在生活中要将生命的温暖传递
下去，你愿意为此做些什么？ 

生：回答。 
师：同学们说得都很好，其实关爱他人，我们已经在行动也

一直在行动。出示本班同学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关爱他人图片。 
师：我们的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事让人觉得今年的

冬天并不冷。播放视频《关爱，无处不在》 
师：正是这样的一些人在关注自身时也不忘关切他人，善待

他人，用真诚、热情、给与去感动、他人，消融冷漠，只有这样，
社会才能互信、友善、和谐，我们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温度。  

教学智慧 
2016 年 9 月 13 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总体框架，提出了学生必须具备的六大素养。道德与法治学
科核心素养的内涵，是指通过道德与法治课各个模块知识的学
习，社会各项活动的参与，使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接班
人必须具备的具有学科特点的政治素养。具体有四大要素：政治
认同素养、理性精神素养、法治意识素养、公共参与素养。 

第一，以生活素材为抓手，帮助学生培养理性精神素养，让
思维从感性走向理性。 

七年级学生随着生理、心理发生的显著变化，其思维基于感
性的世界，但又逐渐从感性走向理性。《活出生命的精彩》，这一

课的重点之一就是让学生体悟什么样的生活是精彩的。首先我让
学生对自身实际问题进行了行为选择并分析 AB 不同选择会带来
什么后果，然后水到渠成的得出，何谓“生活的丰盈与生活的贫
乏”。由此，引导学生有正确的行为抉择，并进行“自我假期规
划”的修改、展示与交流。这是基于生活理性思考的第一步，接
下来我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继续追问，“是否物质富裕的人才能
有充盈的生活”，这一思辨问题在于让学生思考，物质富裕和精
神富裕之间，物质条件与生活意义、生命意义之间问题的联系。 

此环节通过对生活素材的列举、理解、剖析，逐步引导学生
从感性世界理性、辩证地看待生活现实，从而引导同学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理性进行正确的行为选择，培养理性看待问题的素养。 

第二，生活道德素材，帮助学生掌握自我保护的方法，培养
法治意识素养，使思维从单一走向多元。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在义务教育阶段的阶段目标中明确
提出：“初步树立法治意识，养成规则意识和尊法守法的行为习
惯，初步具备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但目前我国中学生法
治意识还是较弱。《活出生命的精彩》的第二部分围绕社会道德
素材——“路遇摔倒的人到底扶不扶”展 。同学们可以选择
“扶”，也可以选择“不扶”，我们允许学生有自己的思想，这是
对学生多元思维的初步肯定。紧接着让学生提出解决方法，并肯
定正确性建议， 后得出较科学的解决方案。这是对学生多元思
维的二次肯定。 

本课通过对社会道德素材的分析，学生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
程中掌握部分自我保护的方法，渗透、提高法治意识，这样才有
利于学生健康生活。 

第三，生活热点素材，帮助学生理解责任担当，培养社会参
与素养，让思维从多元走向统一。 

道德与法治课堂要让学生理解责任担当，培养社会参与意识
必然要以生活热点素材为抓手。《活出生命的精彩》一课始终以
热点素材为例，贯穿着培养学生“责任担当”一条线。环节一体
现出对自己负责担当；环节二引发学生对社会责任的思考，“传
递社会温暖，我可以做什么”引导学生对社会、对他人、对家庭
以及对国家负责，思维和评价都是多元化的，同时也是培养学生
关注社会问题，学会行使公民的权利、履行公民的义务，有序的
参与公共事务并养成公共参与素养。由知导入行， 后通过音频
升华至生活中的种种细节，都可以有我们的责任担当与社会参
与。学生在感性实例和认知中，明白社会生活中承担责任的主体
和方式是多样的，承担责任的对象是形色各异的，但是承担责任
的主旋律是不变的，在这个过程中使同学们的思维从多元、思辨
走向统一。 

第四，生活信息素材，帮助学生培养科学素养，让思维从传
统走向现代。 

21 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中学生逐渐走向独立，要与社会
接轨，必然需要接触和学习信息化手段，本节课的教学场地是多
媒体多功能教室，采用了 Hi teach 软件，学生的选择都是在课堂
直接使用遥控选择器进行，选择完毕可以利用软件直接分析出每
个选择的比例人数，这样直观的教学设备的使用，有利于提高学
生的科学信息化素养。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我们应该使每一个学生在毕业时
候，带走的不仅仅是一些知识和技能， 重要的是要带走渴求知
识的火花，并使它终生不熄地燃烧下去。”只有以生活素材为抓
手的课堂才是深入生心的课堂；才能使学生真正学到知识，培养
素养；才能更好的激发学生的思考，指导学生解决实际生活中的
问题，我们唯有精心筛选每份生活素材，进行有效、科学的设计
才能一步步达到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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