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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培养学生规则意识的若干建议
高庆斌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铜山实验小学　江苏　徐州　221100

摘　要：小学阶段是学生培养规则意识、行为习惯的关键时期。俗语道：“无规矩不成方圆”。小学教育是人最开始接受的教

育，是启蒙教育，小学从小培养规则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极大的影响日后的遵纪守法等思想道德品德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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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意识世界都不能缺少规则意识，这种规则包括

比赛、游戏的规定与要求，也包括学习中认知领域比较抽象

的规则与条理。在素质教育中，教师应结合教学内容与教学

目标，有计划且有目的地培养学生良好的规则意识，让规则

意识延伸到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中，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教师在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规则意识对学生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广大道德与法治教育者应该引起重视。

一、小学生规则意识的研究现状

规则意识的培育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要素之一。当前

很多课题通过社会调查，分析了当代小学生规则意识的现状、

存在的问题及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如在众多

研究学者中，有研究者觉得当代小学生的规则意识欠缺的关

键因素在于受传统文化的堵塞、家庭的阻碍、学校德育的不

完善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下，研究者指出明确培

养过程和尊重发展规律是培养规则意识的前提，培养规则

意识需要提高针对性。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研究者论述了如

何在培养小学生规则意识中发挥校园、社会、家庭和网络的

作用。

二、小学生规则意识培养的策略

（一）更新教学理念，重视规则

在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课程的内容、形式等都需要与

时俱进，同时最重要的还是教师自我教学观念的更新。首先，

教师应该主动做好自身角色的转换。在课堂上，教师不是课

堂的主角，而应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同时，教师要做的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指导者，也就是教

师要把课堂还给自己的学生。尤其是在道德与法治的课程上，

针对一到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听不明白刻板苍白的说教，只

能通过其他生动的形式进行理解，所以教师要更新自己的教

学理念，转换好自己的角色，主动改变自己的课堂，这是培

养学生规则意识的起点。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十分必要，这

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有利于学生适应社会运作和发

展的模式。对学生进行规则意识的教育要立足于现在，着眼

于将来，这是我们社会共同的需求。而学生作为我们未来社

会建设的主力军，一定要使他们能够担负起未来的使命，并

且可以正常地参与公共生活，所以学生应该具有良好的规则

意识作。

（二）创设情境，感知规则

教师更新教育观念后，自然会主动调整自己的教学活动，

尤其是对于低年段的学生来说，他们年龄小、生活阅历少，

所以在学习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困难。鉴于此，教师在课堂上

要不断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通过创

设情境进行教学，通过可以感知的情境让学生分清楚是非对

错。正如我们常说的，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教师主动

将教学内容进行转码和解码，学生才能够兴趣盎然地学习。

比如在“安全地玩”一课中，教师就可以尝试积极大胆地把

课堂移到教室外，创设真实情境，让学生真实地处在玩滑梯

和其他体育活动中，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安全地玩和不安全

地玩的区别。这样的方式能让学生了解规则本身真实的意义。

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播放一些正面的或者负面的安全视频，加

深学生对规则的印象。总之，通过情境可让学生真切地感受

到规则本身的意义，并且认真地遵守这一规则。

（三）立足生活实际，发现规则

认真梳理道德与法治教材内容会发现，这本教材的内容

设计很尊重受众群体的特点，因为课本中的案例都是从小学

生自己的真实生活实际出发，选取的是儿童的生活经历，为

儿童还原了本真的生活原貌。在教学中，教师的讲解方式也

应该尊重这一特点，通过鲜活的教授方式，让学生自己在真

实的生活中发现规则，发现规则的重要性。

1. 立足教材资源，升华规则
教材是课堂内容的来源之一，教师的教学应该自足于

《道德与法治》一书，灵活地利用这一教材，通过自己的主

观能动性把来源于生活的案例转化为儿童真实生活中的素材，

用这样的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且通过设计真实有趣的

活动来激发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去表现生活中与自己息息

相关的现象，由此真正地做到“立足教材、利用教材，升华

教材”。

2. 融合实践活动，内化规则
对一到三年级的低年段学生来说，生硬刻板的教学内容

难以吸引他们的兴趣。所以在课堂之外，道德与法治课程教

师还应该为学生设计来源于生活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首先

要保证科学性、趣味性、互动性等，而且要符合他们的生活

实际。这对于教师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因为只有了解学

生的身心特点，才可以设计出科学有益的活动。例如，在学

习“上学路上”一课时，可以引导学生在上学路上充当可以

偶遇的角色。比如当半小时小交警等，从而引导学生关注警

察工作；比如自己要认识交通信号和标识，懂得交通规则等。

这种活动的设计，可让学生真正地理解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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