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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思政课的生活化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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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众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如今很多教师依然用着传统的教学理论，沉闷的教学氛围和单一的教学模式，严重地影响

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阻碍了学生思维的发展。基于此，本文结合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研究小学思政课生活化教学

的策略，以提升思政课，促进思政课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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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其
中生活即教育是浓缩在生活教育中最基本的理论。在小学思
政课中应用生活教育理念，不仅有助于教师转变过度注重理
论知识传授的教学模式，还能够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
合，让学生应用思政课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一、思政课生活化的意义
思政课生活化教学是引导学生将德行与德知紧密结合，

在学生现实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直接的思政课教育。由
于小学生理解能力有限，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不足，道德修养
和心理素质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只有通过现实生活的教育
活动，才能由内而外地激发学生的思想情感，促进学生品德
认知的形成。通过思政课的生活化教育，能够强化学生在实
际生活中的道德概念，促进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道德理论的形
成，将课堂与课外生活有机统一，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和教学
形式，又提高了学生在生活中辨别真伪的能力，增强了课堂
的教学效果。

二、思政课的生活化路径
（一）转变生活化教学观念
转变教学观念是探索小学思政课生活化的首要路径。在

课堂中，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不仅符合新时代教育模
式的发展方向，而且有利于探索新的思政课的生活化路径。
教师应转变课堂教育理念，摒弃课堂掌控者的常规思想，建
立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新模式，提升学生的实践体验，使自
己成为交流互动的领导者。在授课中，要立足于生活实践，
培养学生的生活化理念，在提高学生学习效率的同时，从根
本上提升学生的整体道德素质。

（二）创建生活化教学情境
在小学思政课课堂中，学生对课本中的理论知识无法做

到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这就要求教师利用合理高效的生活化
路径来引导学生。创建生活化的教学情境能够使学生感受最真
实的现实生活，将学生从课堂带入到生活中，使其更好地接受
思政课教育，建立自己独特的思考空间，作出最正确的判断。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创建真实的生活情境，
将理论与实际结合，通过生活中的实际案例让学生感悟深刻
的理论意义。例如在讲“让家园更美好”这一单元时，教师可
以从实际生活出发，引导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思考如何美化自
己的家园，从而使学生做到学思结合，从而更好地完善自己。

（三）实施生活化教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小学品德教学中，必须

将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
例进行理论教学。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应对教材内容进行
口头转述或灌输式填充，应从学生的视角出发，关注学生生
活实际，并以此为切入点，把教材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
结合，让学生意识到生活与知识密不可分，思政课课程的学

习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参
与课堂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

以“家乡的物产多又多”一课为例，教师可以在课前为
学生预留问题，如“你的家乡有哪些呢？”组织学生进行小
组讨论。在这一贴切学生生活的问题的引导下，学生在课后
对自己的家乡进行调查了解，并根据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指
出自己家乡的变化。当然，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发挥引导
者的作用，引导学生从家乡的民情风俗、饮食文化等方面入
手进行调查。这种生活化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丰富课堂内
容，拉近学生生活与理论知识的距离，还能培养学生的观察
和思考能力。

（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思政课的生活化教育不能仅局限于课堂的理论知识，还

要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
伸与应用，学生在接受了理论知识的灌输后不能深刻感悟其
内涵所在，可以通过生活中的相关实践加深理解。

（五）优化生活化教学评价
小学思政课课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

品质，并在实际生活中有所体现，使学生具有积极向上的心
理素质和坚定的理想信念。进行生活化教学评价时要综合多
方面因素，教师应该从实际生活出发，在教学工作中深刻认
识到生活化教学评价的重要性，能够通过课堂评价将自己的
行为认同和情感认知传递给学生。

生活化评价要基于现实生活经验，结合学生的生活特点
和生活习惯，既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也要注
意到学生人格特征和心理素质的形成，不断优化生活化教学
评价，使其真正成为学生积极向上的动力所在。

三、结束语
总之，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与新课改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相背离，新时期的思政课教学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根据小
学思政课的内在逻辑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创新教学模式，这
样才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才能提升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
而生活化教学完全符合思政课教学的特点，将其应用到小学思
政课教学当中，能够有效地拉近思政课与生活的距离，让学生
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提升个人学习能力和思政课素养。

参考文献：
［1］何秀梅 . 新课程背景下小学思品课程的生活化教学

策略［J］. 中国校外教育，2015（08）：78.
［2］郑新华 . 小学思品教学内容生活化路径研究［J］.

内蒙古教育，2014（24）：13.
［3］孙国河 . 小学思品与社会教学生活化的设计［J］.

成功（教育），2012（24）：263.
［4］王咏梅 . 小学思品课的生活化教学策略［J］. 当代

教育科学，2004（17）：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