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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论坛

小学《道德与法治》是一门极其重

要却又被轻视的学科， 这门课的情境

教学更是漫长的旅程。 情境化教学探

索中， 学生不仅是教师所创构的情境

的享受者， 而且是不断形成、 不断丰

富、不断优化的情境的创构者。 学生和

教师同是“造境人”，他们和教师一起

不断创构师生共同活动、 共同成长于

其中的情境。 基于此，创设儿童可思可

感的生活情境， 使儿童能够将自己的

生活与教材内容建立连接， 以学生喜闻

乐见的图片、故事、探究、活动拉近他们

与知识之间的距离，在生活中解决问题，

在情境中习得知识。 但情景化教学不是

一蹴而就、 更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纲一

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样板，只有不

断实践、不断思考、不断求索，情境化教

学才会有新的活力和提升。

（作者单位：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

建设北路小学校）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情境化”教学探究

□

冯晓茹

核心素养时代，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学科学习如果不能真正突破“纸上谈兵”，不能与真实的社会和生活问题建立紧密联系，不能

帮助学生融会贯通地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真实问题，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情境化教学作为中国式儿童情境学

习范式，充分显示出民族文化的独特优势，又顺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彰显着无穷的魅力。

（一）研读教材整体设计与教学建议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吸收近年来我国德育课程改革

的成果， 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反映人类

优秀文明成果，推动我国法治文明建设，

是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德育教材， 其根本宗旨在于满足少年儿

童思想道德成长的需要， 促进小学生基

本文明素质的养成。因此在教学时，应积

极落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娃娃抓起的要求， 聚焦儿童成长与生

活，通过具有道德与教育意义、儿童可感

可思的生活事件， 引导儿童建构有道德

的美好生活， 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

道德品质，完善健全人格。

（二）科学定位课程内容与目标

道德与法治课和生活贴得很近，教

学时绝不能照本宣科。“拿来主义”不

适用于每个班级的每个孩子，必须将教

学内容与目标细化在本班学生易于接

受和理解的真实课堂情境中，一步步精

细目标与重难点，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本

班学生的问题。教师要根据学生实际情

况，设计不同类型的学习任务，依托学

习任务整合学习情境、学习内容、学习

方法和学习资源，安排连贯的教学实践

活动，建立课程学习、社会学习与学生

经验之间的关联，利用开放的德育学习

空间，培养学生道德品质和行为。

（三）多样态多学科整合资源

小学道德与法治作为奠基小学生

良好道德品质与法治意识、促进学生素

养发展的重要课程，其课堂教学优化升

级至关重要。 涂尔干曾指出，“我们不

能僵硬地把道德教育范围局限于教室

中的课时； 它不是某时某刻的事情，而

是每时每刻的事情。 ”因此加强各学科

间相互关联，落实跨学科融合教育意义

重大。

以语文学科为例，部编版小学语文

五年级下册教材第七单元的主题是“足

下万里 、移步换景，寰宇纷呈万花筒”。

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从世界著名的水

上城市威尼斯， 来到了牧场之国荷兰，

感受到旖旎的自然风光；又从骏马飞驰的辽

阔草原，来到了不可思议的金字塔，感受到

古埃及人民的劳动与智慧。 在他们的带领

下，我们领略了如万花筒般绚丽多彩的人文

景观和自然风光，看到了这些地方———自然

的美、文化的美、文明的美、和谐的美。 通过

语文课程的学习，学生们欣赏了世界各地美

丽、迷人的自然、人文景观，了解了世界多元

文化的魅力， 激发了他们探索世界的兴趣，

所以笔者将本单元教学与《道德与法治》六

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

7

课《多元文化 多样

魅力》相融合，以举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世界文化博览会” 为依托进行道德与法治

课程的教学设计，引导学生初步探索文化差

异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感受全球化时代

文化交流和交融的重要意义。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

2022

年版）》提出 ，道德与法治课程

以“成长中的我”为原点 ，将学生不断

扩大的生活和交往范围作为构建课程

的基础，依据我与自身 ，我与自然 、家

庭、他人、社会，我与国家和人类文明

关系的逻辑， 以螺旋上升的方式组织

和呈现教育主题， 强化课程设计的整

体性；同时课程理念也指出，要以社会

发展和学生生活为基础，构建综合性、

情境化课程，突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相关主题。

案例一：

在教学部编版小学《道德与法治》

六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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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多元文

化 多样魅力》时，我们根据学生认知规

律和已有经验，以礼仪、舞蹈和建筑艺

术为切入点，以举办“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世界文化博览会”为依托进行本

课教学设计，将知识融入实际生活，引

导学生亲身体验、 感悟多元文化的悠

久历史和博大精深，坚定文化自信，讲

好中国故事，借鉴吸收外来优秀文化，

做世界文明的传播者。 课前学生搜集

了关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展现形式的

资料，在课堂教学时，学生能够提取整

合资料中的重点信息， 并在老师创设

的“文化博览会”情境中，积极扮演“外

国来宾”和“东道主”角色，通过现场展

演主客友好会晤的情景， 展现了中国

作为泱泱大国、礼仪之邦的风采；紧接

着舞蹈小组的同学们通过视频自学舞

蹈， 为远道而来的贵宾奉上了精彩的

欢迎节目， 同学们沉浸其中， 兴趣盎

然。 欢迎节目后，建筑小组的同学适时

为略感疲惫的贵宾们安排了极具特色

的休息室，同学们借助建筑道具模型，

有理有据地分析了这样安排的理由 ，

不知不觉中学生掌握了世界各地不同

的建筑风格的相关知识。

整堂课气氛活跃，学生参与度高，

把学生的体验作为重点， 让学生充分

活动起来，项目式学习成果展示课堂，

转教师的“累”为学生的“累”，让学生

累并快乐着主动学习， 教师起到穿针

引线的作用， 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了解

了———知道了———感受了，真正做到在

“玩”中学，在情境体验中获得。

案例二：

在教学部编版小学《道德与法治》

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骄人祖先 灿烂

文化》时，我们以杭州亚运会为契机进

行单元课程资源拓展设计， 既从“汉

字”“科技”“美德” 三个方面点明了中

华文化源远流长、意蕴深远的特点，三

个方面又融于一体， 无不体现出本单

元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

和文化自信。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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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美丽文字 民族瑰宝》围绕

中华民族的文字展开， 旨在引导学生

了解汉字有着悠久的历史， 凝聚着祖先

的智慧。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

一，字形多变，内涵丰富，是汉民族几千年

的文化瑰宝。 汉字往往可以引起我们美妙

而大胆的联想，给人美的享受。 所以我们

设计课程拓展资源“寻找亚运项目中的象

形字： 以亚运会运动项目为原型设计任

务 ， 引导学生根据图片所提示的象形

字 ，猜一猜这个象形字所描绘的亚运会

项目名称，感受文字的表意美和多样的文

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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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古代科技 耀我中华》 围绕

中国古代的科技展开， 带领学生感悟祖

先的智慧， 感受科技成果在生活中的重

要作用，并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精神。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杭州亚运会开

幕式上数字火炬手、 机器狗、

5G

、 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创新应用，为

这场体育盛会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为了

更好引导学生感受科技的魅力， 所以我

们设计课程拓展资源“探寻亚运会中的

‘黑科技’”。 引导学生挑选最感兴趣的部

分，搜集相关资料，小组分工合作，整理

筛选资料并完成探寻亚运会中的“黑科

技”讲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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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传统美德 源远流长》围绕

中华传统美德展开， 旨在让学生了解中

华传统美德，提升修养，健全人格，激发

学生的爱国情怀。 当亚运与人间九月联

袂而来， 一场亚洲级的体育赛事悄然间

成为了一场中国特色的文化叙事。 中华

民族自古就有“礼仪之邦 ”的美誉 ，喜迎

四海宾客，美食、美景应有尽有。 走在杭

州的街头，听一听、看一看、尝一尝，我们

一起感受亚运背后的家国风华。 所以我

们设计以下课程拓展资源：

1.

舌尖上的非遗

宋嫂鱼羹 、东坡肉 、龙井虾仁 、定胜

糕，一道道美食令各国运动员赞不绝口。

这些非遗美食不仅色香味俱全， 背后还

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 引导学生了解亚

运会非遗美食背后的文化内涵， 制作美

食书签，有条件的同学学做非遗美食，感

受舌尖上的中华文化魅力。

2.

笔尖下的杭州

引导学生参照提供的甲骨文字形对

照表，选择最能体现杭州美景的古诗词，

进行甲骨文创意画创作， 描绘心中的最

美杭州。

3.

你心中的中国

本届杭州亚运会凭借鲜明的杭州特

色、典雅的东方美学强势出圈 ，引发无

数网友共鸣 。 体育赛场作为集各国焦

点的舞台，是检验我国体育发展水平的

考场 ，更是传播中华优秀文化、重整国

家新名片的契机。 引导学生选择喜欢的

方式向四海宾朋推荐心中的中国 ，做中

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讲好

中国故事，展现精神风貌 ，做新时代好

少年。

一、探究和实践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情境化教学，应有以下几点提升方向：

二、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情境化教学案例分析：

三、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情境化教学思考

国家电投蕴精英，春风化雨润心田；

讲师传道启智慧，学员求学志如磐。

老师辛苦同学忙，班委个个响当当；

风光无限国电投，五湖四海不一样。

常熟党校不一般，群英荟萃聚此间；

智慧闪耀显锋芒，团结奋进志如山。

翰林讲堂展风采，聚力工坊谋策略；

勤学苦练深钻研，团结一心追卓越。

拓展训练参与全，厨艺比拼手艺现；

共同前行创辉煌，轮训二班永向前。

党的理论深研讨，思想火花共璀璨；

培训有成担重任，砥砺前行谱新篇。

国家电投精英荟萃聚常熟

□

（山西）齐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