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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我国现有的教学模式进行分析，可以得知我国集中对小学生进行了德育教育。通

过德育教育，对小学生的整体教育环节进行优化，以保证小学生能够很好的完成科学教学目标。

因此，在小学道德与法治生态课堂中，可以完成法治学科的教学应用，以实现更好的分析策略，

保证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可以完成更好的参考以及借鉴。本文将就小学道德与法治生态课

堂生活化教学分析展开讨论，阐述如何在教学中有效的收集资料、应用素材、理论结合，培养学

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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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中指出，“道德存在于儿童生活中”。儿童的道德来自于他们的经验、

理解和感受生活，只有通过从儿童的实际生活中产生的教育活动，才能在他们的心中而不是在表

面上产生道德情绪、真实和非谎言的伦理经验和意识。法治课堂教学时，要以学生的生活为中心。

我们的教学应该回归学生的生活。道德与法治生态课堂教学应以生活为导向的命题。 
一、注重课前准备，从生活中收集资料 
德育课堂生活化教学，是以现实生活为载体，以实践经验为途径，以情感培养为核心，正确

处理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课堂教育模式。在生活和社会生活实际之中进行道德和社会品格的培

养，引导学生生活实践，认识和体验生活，摆正生活态度、积极创造生活，为美好明天打下坚实

的基础。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在课前进行有效的准备，以保证小学生可以在生活中，有效的搜集

相关资料。在教学目标设置中，教学需要保证生活化的模式。例如，教师的教学目标需要将教学

的内容与生活进行连接，确定合理的教学体系。有效体现出教材中的科学性以及趣味性。在塑造

过程中，可以合理有效的分析目前教学的特性，以保证塑造形象更加完美，完成教学内容与实际

生活的联系。教师更可以结合生活的实际情况，在《吃饭有讲究》教学中。教师必须让学生明确

食物的珍贵，可让小学生在回家吃饭过程中，完成“光盘行动”，感受到吃光食物的感觉。同时，

在课前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家长拍摄小学生吃完食物的相关照片，并上传到班级学习群中。做到

合理且有效的课前均衡，完成“知行合一”的目标。 
二、灵活运用素材，为生活化教学开辟路径 
应用相关的素材，为生活化教学开拓相关基础。教师可以应用实例导入，完成课堂教学体系

的打造。目前，在教学中，根据重要的组成部分，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进行道德与法治的教

学引导。例如，在《开开心心上学去》这节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设立两个问题。 
其一，让小学生仔细说说学校里面是什么样的； 
其二，让小学生仔细的观察使用的文具，并讨论如何更好的对文具进行保护。 
通过设立紧密连接的问题，教师可以保证小学生更加积极、有效的参与讨论中，使课堂氛围

活跃。教师可灵活的应用素材，为生活化教学开辟全新的时间路径，拉近小学生与家长、教师之

间的距离。帮助小学生实现全面成长，完成教学体系的设定。从学校转变为生活化教学，为教师

的后续教学奠定全面的基础。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 
小学生学习道德和法治课程，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去适应社会生活，提高现实社会生活中的

应变能力。小学生对道德和法治的认知主要是通过生活和学习来理解的。在教学中，我们必须从

生活出发，让学生感受生活，贴近生活，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将这些策略和知识运用到生活中。 
在进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中，教师必须全面了解小学生的生活体会，以保证在课堂教学

时，可以创设生活化的教学情境。教师引导小学生明确自己所处的生活场景，进行有效探索，为

学生进一步提高对道德与法治这门课程的学习热情。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可以设置更加合理的教

学场景，以学生的角度出发。在实际生活当中，选择教学内容相关的素材进行融合。例如，在《别

伤着自己》这节课中，教师对小学生完成理论讲述后，开展实践活动。让小学生自由组成相关小



第 2页 共 2页 

组，进行讨论。创设相关的情景模式，让小学生结合学习经验，在遇到相似的情况下，如何保证

安全。例如，在突发火灾或地震时，如何确保生命安全；在受到胁迫以及霸凌时，如何保卫自己

的人身权益，全面激发小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教师还可以设立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如

让小学生扮演坏人，制造各种突发事件，如绑架或跟踪等。让小学生表演如何摆脱威胁，为其他

小学生提供更好的参考。 
四、创设生活情境，培养法治精神 
在教学中，为了培养小学生的法治精神，教师必须创设生活情景，以提供全新的探索思路。

对于小学生而言，作为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整体过程，教师必须利用生活中的相关素材，

有效的对教学中的问题进行设计。通过问题，更好的激发小学生的思维活跃性。例如，在讲解《上

课路上》这节课时，教师便可以结合生活当中的实际案例，以设计课堂问题。对小学生提问，询

问小学生平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上学，走路或者乘坐交通工具？在走路时，如何确保安全；在乘

坐交通工具时，如何确保安全，让小学生把教学融合生活情景。小学生可以有效的想象到自己在

走路中，躲避车辆，以及在家长护送中，系好安全带。教师对小学生进行讲述交通法则所引发的

相关后果，培养小学生的法治精神，以保证小学生可以更好的与教师的教学方案进行融合，提高

教学效果。 
五、结束语 
在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小学阶段，完成重要课程。实现应用化的教学策略，

可以更好的激发小学生的积极性以及理解性。帮助小学生更深刻的完成课程内容设置，提升教学

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同时，也可以使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还可以探索生活化的教学体系，实现有效的应对策略。使小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发

挥更有积极性的引导效果。保证小学生可以更好的针对道德与法治，完成有效教学。因此，在实

际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正确把握好生态系统的要素关系，转变观念。同时，更可以生成角色教学

法，构建生态课堂。保证小学生更好地展示出自身应有的生命活力以及学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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