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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德树人，育人先育德。 品

德与社会课程教学在学校德育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教师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从激发学习兴

趣、多种方法并用、加强课外实践等方面分析如何上好品德与

社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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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是家庭的希望、祖 国 的 未 来，小 学 生“三 观”尚 未 形

成， 此时的品德教育事半功倍。 本课程是德育教育的主要学

科。因此，本课程教学在德育教育中举足轻重。那么，如何上好

这一门学科呢？ 教师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一、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结合教学内容，运用多种教学方

法，如采用小品表演、歌曲欣赏、讲故事、知识竞赛等形式的“情境

表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内容的理解与体会。
（一）创设愉悦的教学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创设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营建宽松和谐的氛围，便于

学生接受知识。 例如，学习《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教师播放视

频《过雪山草地》，学生很快进入充满千难万险的长征氛围中，
感受到红军所面临的危难与艰辛， 体验到红军顽强的革命意

志和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长征精神。
（二）从生活实事入手，引发学习兴趣

小学生身心正处于发展阶段， 其品性来自对生活的认识

和感悟。 因此，教学内容必须贴近小学生的日常生活。 这就要

求教师要提出贴近学生生活的问题，引发学习兴趣。 例如，教

学《马路不是游戏场》时，教师提问：“马路不是游戏场，自觉遵

守交通规则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那么，在我们周围有哪些交

通隐患和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现象呢？”学生根据在生活中看到

的现象，纷纷抢答，交流中掌握了交通安全知识，明白了在现

实生活中自己应该怎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三）创设生活情境，参与中提升学习兴趣

学生的生活是课程的基础。 现实生活对学生品德的形成

和社会性发展具有特殊的价值。教学中，创设一些与学生生活

极为贴近的情境，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其中，提升学习兴趣。
例如，教学《请你相信我》时，教师让学生分角色扮演朋友相约

而失信的情景，学生在表演中学习礼貌用语，体验朋友失信时

自己的内心感受，引起学生对不诚信言行的反思，知道诚信在

待人处世中的重要性。
二、多种方法并用

（一）读一读，读中明理

小学生好胜心强，给学生充分的时间，通过轮读、赛读、展

示读等多种方式，让学生在兴趣盎然的读中明理。
（二）议一议，辩中悟理

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探究精神。 例如，学习《今

天，你安全吗》时，教师播放视频：中午放学时，明明发现妈妈

没来接他。焦急时，一位阿姨匆忙来到他面前，说：“明明，我是

你妈妈的同事，单位临时有事，你妈妈让我来接你。”明明准备

跟阿姨走， 视频停止。 教师提问：“明明该不该跟这位阿姨走

呢？ ”教师利用自主分组的方式让学生来回答“该走”还是“不

该走”。 同意走的学生为一组坐在左边，不同意走的学生为一

组坐在右边，两组辩论“为什么”的问题。 学生在激烈的辩论

中，知道面对陌生人时要提高警惕，要学会自我保护。
（三）演一演，表演中提认识

教师简单说教， 学生索然无味， 如果换种方式让学生表

演，学生会积极参与其中，在表演中提升认识。 例如，教学《读

懂爸爸妈妈的心》时，教师让学生表演《假如我来做父母》：如

果孩子努力学做了一件事，作为父母是怎样的心情？会对孩子

说什么？ 如果孩子晚上迟迟没回家，父母是怎样的心情？ 孩子

回来后会说什么？通过转换角色表演，让学生在“演”中理解父

母的爱，体会拳拳父母心。
（四）比一比，对比中明是非

例如，教学《社会文明大家谈》时，教师出示两个镜头：学

生李明捡起地上的纸屑；马路上有人随地吐痰。 在对比中，怎

么做光荣，怎么做可耻，学生一目了然，从中明白捡一张纸、吐

一口痰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事，然而，就是这一点点小事，却

能折射出一个人的文明程度， 从而认识到怎样塑造自己的形

象，做一个文明少年。
三、加强课外实践活动

本课程以学生的社会生活为基础。 课堂教学以学生实际

生活为载体，以实践体验为途径，以主体发挥为方式，将品德

与社会性发展融入学生生活和社会实践之中。因此，教师应引

导学生走进生活，将课堂学习与课外实践活动有机结合，在活

动中升华思想。 例如，教师在执教《只有一个地球》时，成功举

办了一次社会实践活动：调查了解家乡的环境问题。先让学生

说一说本地存在哪些环境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环境问题有哪

些，并作为调查的主题；再让学生分成小组，每组选择一个调

查主题，熟悉调查的基本步 骤 和 方 法；然 后 学 生 通 过 看、听、
问、 查等方式和途径展开调查； 接着学生对调查结果进行分

析，并将结果写成调查报告；最后学生汇报调查结果，并将好

的建议提供给有关部门。 这样把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起

来，在实践活动中，学生树立了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总之，教师要创设开放式的和谐愉悦的教学环境，教学内

容生活化，教学方法多样化，课外实践活动化，使课堂学习与

课外实践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真正达到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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