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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培养 
◆陈梅艳 

（湖南省永州市第十六中学）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关注重视对孩子的教

育，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在小学阶段的学习中，学科学习还是

主要以语文，数学，英语为主，但是这一阶段开展好对其他学科的学习

意义也是极其重要的，比如道德与法治这门学科虽然占用的平时学习时

间较少，但该学科的开设对孩子综合素养的提高也是非常重要。《道德与

法治》这门学科注重以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树德立

人，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提高学生的道德涵养水平，同时注意普及法治

知识，逐步培养学生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在学习和生

活中逐步提升小学生们的法律认知。因此作为当代少年儿童，从小培养

他们的道德法治精神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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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阶段，老师们会加强对同学们道德的培养，因为这一
阶段的孩子们，尤其是道德与法治观念尚未形成，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还未完全树立，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培养，引导他们对
社会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可以让他们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未来的社会中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因此，老师们应该加强对
同学们道德与法治的培养，更主要的是让同学们养成学习的自主
性，这样可以教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独立自主，即使以后不再接
受学校教育，也会知道应该怎样学习。 

一、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道德与法治课本中的学习内容经常是一些案例，引出一些知

识点学习。其实这些案例完全都在课本上以汉字的形式表现出
来，显得呆板生硬，枯燥无味，如果这些案例可以以动态的场景
呈现，同学们的感觉一定会更加强烈的。所以在进行案例教学的
过程中，我经常会让同学们分工模拟案例中的不同角色，然后其
他同学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评论。这样课本上那些看似与自己不相
干的案例，变成自己身边真实发生的事情，同学也会感受更加深
刻。除此之外，我还会经常安排同学们进行一些案例分析，让同
学之间展开一个小型的比赛，这样一来，同学们就会进一步加强
对自身知识的积累，希望在实践活动中有好的比赛结果，在这一
过程中，同学们自主学习能力培养这一目标也算是达成。 

二、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形式 
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有些同学的学习习惯尚未养成，因为

对于低年级的同学来说，贪玩可能是他们的通病。所以，我经常
采取小组合作学习的模式，来培养同学们学习的自主性，比如说，
对于某一个章节的问题讨论，我选择让同学们以小组合作的模式
进行回答。一个小组的同学经过讨论得出结果，然后由小组内的
某个一个同学进行课堂展示，这样的过程中，同学们的团队合作
意识就会增强。正因为这种责任意识，同学们也会开始进行自身
知识的完善，为自己小组取得好成绩，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即使
是在课下学习时，我也经常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模式，让同学们
通过线上交流或者是利用课下时间在班级里讨论。会发现，一个
小组内同学学习习惯的培养，要比单人学习习惯的培养要容易的
多，因为这里不仅会有老师们的约束，还会有同学们的约束，从
而产生自身责任感，团队意识，都会帮助同学们学习自主能力的
养成。 

三、培养同学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对低年级的同学们来说，他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学习习惯，

所以对一年级的同学们来说，刚刚进入正规学习阶段的他们一切
都是懵懂，他们就像是一块璞玉，还未经过任何雕琢。老师们想
要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就需要对他们进行从基础开始。首
先，老师要告诉同学们什么是自主学习能力，告诉他自主学习的
好处。然后跟他们说自主学习就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课前
预习，将老师们课上主要讲授的内容，进行简单的知识梳理。二，
课后复习，对老师课上所讲的内容进行一个知识的巩固。三，知
识扩展，对于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扩展，完善
自己的知识水平。这样一来，首先同学们脑海中先呈现了一个意

识，告诉自己应该进行自主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也会自觉的培养
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 

四、给同学们足够的激励 
没有激励的行为是难以一直维持下去的，至少对大多数同学

来说是这样。就像对于一些小朋友来说，让不听话的时候，你给
他一块糖，对他进行安慰，这样他就会比较听话。对于同学们来
说，他们的要求真不多，尤其是对低年级的孩子们，他们只要得
到老师的认可，一句话，一个眼神就已足矣。所以老师在日常教
学过程中，上课提问时，对于同学们的回答要给予肯定，即使他
是答错了，也要先肯定在否定欲抑先扬，维护同学们的自尊心和
自信心。 

比如，我在进行课堂教学时，经常会给同学们布置课下预习
的任务。在课下预习时，同学们就会进行学习，当然，这一个阶
段是被动的。然后，在课堂上我会对同学们的预习情况进行检查，
对于每个同学预习的结果进行评价，然后对于预习效果较好的同
学提出表扬。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即使我不在布置预习任务，同
学们也可以自主的进行课前的预习。 

五、给同学们自由发挥的空间 
在教学过程中不难发现，传统课堂中灌溉式的知识讲授是缺

乏彩色的，只会让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越来越缺乏兴趣，上课时
走神，不注意听讲，课堂效率非常低下。因为整个课堂内容都是
由老师一人安排，同学们的兴趣，积极性没有被完全调动起来。
长久以来，同学们习惯了这种被动的被老师牵着走的模式，自然
也就不会想着如何要发动自己的主动去发展自己的思维，进行自
己的思考。所以在真正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应该给同学们足够的
发挥空间，课堂中，可以让同学们扮演老师的角色，进行知识的
传授。 

我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就经常会选取一些相对简单的章节，
要求同学们自己讲。或者是每一个章节的内容分成几个小部分，
由不同的同学去讲解，只要一来，整个课堂的积极性也会大大提
高，在准备讲授内容的过程中，同学们也会更加主动地学习，为
了讲好自己部分的内容而进行知识的扩展。 

总结：自主学习能力对于同学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老
师应该对其进行着重的培养。对于低年级的同学们来说，学习习
惯的养成，还是较为容易的，他们各种学习习惯的塑造还是比较
简单的。正因为简单，所以老师们应该加强对这一阶段同学们的
培养，不要在同学们进入高年级以后再进行培养他们的学习习
惯，这样一来会增加同老师们的教学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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