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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侧重于法治意识和强

化规则教育，但对儿童来说，他们的心灵没有被

触动，“法”难入童心，“法”难转化成意识。六年

级法治教育专册，很多老师提出了困惑和自己的

思考。在教学中，教师们应根植生活，选用切合

儿童生活世界的素材，创造生活化的情境，引导

儿童明法，引导儿童行为，让法治意识浸润心

灵。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以下是笔者的三点具体

做法。

创设情境，认识生活中的“法”

李吉林老师提出：“情境教学强调环境育人，

认为周围世界是儿童认知与发展的源泉，蕴含着

智力元素，也充盈着审美与道德元素。”如：教授

六上第一单元“我们的守护者时”，笔者以现实

化、生活化的大情境——“法律知识进校园”活动

贯穿整堂课，让法治专题学习不再碎片化、机械

化，从而让孩子们在法治学习时变得更系统。目

前，道德与法治教学中主要存在一个现象：“书本

法律”难敌“生活现状”。创设主题性大情境，让

有限的教学变得无限可能；让枯燥的法律知识变

得浅显易懂。因此，我们从教学目标出发，从孩

子们的学情出发，借助教材，把教材用活，去拓展

教材，通过设计、扮演法治情境，引导孩子们自主

学习，培养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和积极性。

运用媒体，感受生活中的“法”

小学课堂教学运用多媒体，影视资源直观、形

象的视觉和听觉效果更容易吸引孩子。例如：播放

影视微电影“我们的日常”，展现超市里买东西、工

人在工厂上班、道路上交警在指挥、红灯时车辆和

行人在等候、分类投放垃圾、在教室听老师讲课等

各种画面。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在这样一种具有

身心认知的活动中，引发了学生的思考和交流，学

生会深切地领会到法律无处不在。看似很平常的

生活细节，都有一定的规则，都会有法律的身影，法

律确确实实保护着我们，我们也时时刻刻受到法律

的约束。

交流导行，辨析生活中的“法”

培育学生法治思维的重要方法是学生正确

辨析生活中的“法”。教师创造的情境教学应以

“思”为核心，激发学生积极去思考，发展其智

力。在教学六下第二课“学会宽容”这一课时，我

们以董轩和小伙伴在竹林里玩火被家人严罚创

设了思辨情境。例如：放暑假时，董轩和小伙伴

在家后山上玩火，被爸爸发现了。爸爸罚他在接

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每天早上、中午、傍晚去巡视

竹林，一旦发现有人玩火就要及时制止，还让他

写检讨书。妈妈知道了，郑重其事地把检讨书贴

在他的房间门上，董轩认为家人小题大做了。在

此，我们引导学生对家人的做法进行思辨：少数

学生认为董轩的家人对他的教育过于苛刻，玩火

是每个调皮孩子都会做的，他们只是好奇，而且

还小，做事不会去想后果，更何况又没有造成不

良后果，口头教育下就好。小朋友本来就爱玩，

更何况是男生，玩是孩子的天性，不能从小扼杀

孩子的天性。多数学生认为家人做的没错，对董

轩严格要求，是希望他能清楚地认识到玩火这一

行为是不对的。假若董轩的家人对他一味包容

玩火行为，装作视而不见或是简单教育，可能会

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

定：防火、冰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

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或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董轩和他小伙伴的行为是触

犯刑法的。这样的思辨能悄然地渗透道德和法

治思维，也让法治意识浸润孩子们的心灵。

道德与法治教学只有将儿童放置于课程中

心，深深扎根于儿童生活，才是鲜活的、才是接地

气的。只有接地气的内容，才能让儿童真正爱上

道德与法治课，自然而然，将法律知识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

用“法”来引领儿童的生活行为
——浅谈小学生道德与法治的浸润教育

莲都区天宁小学 艾忠美

九月，迎来的不仅是是金秋，也迎来了一批

新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我深知要让这些初来

乍到的小家伙们对学校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在班

级里有安全感和归属感。于是，我安排了一个

“爱的传递”的活动，就是把拥抱传递给其他人。

其他小组都能有序进行，可是轮到小肖的时候，

她却拒绝了他人的拥抱。只见她撅着小嘴，脸上

仿佛写着个大大的“不”字，弄得同学们手足无

措。原来她不喜欢别人抱她，除了妈妈，连爸爸

的拥抱都很抗拒，更何况是还不熟的陌生人。

“那老师想给你一个爱的抱抱，也不能吗？”

“是的，不行。”她态度坚决。“这个班里除了你自

己，都是陌生人，那你自己给自己一个拥抱吧！”

她点点头，这个执拗的小姑娘总算给了我一个台

阶下。

天气炎热，孩子们在幼儿园又有午睡的习

惯，我就让孩子们带一个小枕头，每天午休时间

趴在桌子上休息。起初他们抓耳挠腮，怎么都睡

不着。我马上把午餐后还没发的水果放在那些

同学的桌子上。孩子们见状，马上都闭着眼睛睡

觉了。正当我得意的时候，突然发现小肖的位置

上又没有了人影。

过去一看，她正躺在地上，头枕着书包“睡

觉”呢！我问她为什么要躺在地上，她说：“我们

在幼儿园的时候都是睡在小床上的，趴在桌子上

我睡不着。”

无奈，我只好和她商量：“你睡不着，老师请

你当我的小助手，帮老师管理班级，我给你一张

名单，你看到谁睡着了，就给她印一朵小红花，午

睡结束你给有小红花的同学发水果，好吗？”她一

听，立马点点头，没想到她平时一副无所谓的样

子，干起事来还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同办公室的老师在群里发了张孩子爬树的

照片。我打开一看，发现还是我们班的小肖。我

火急火燎地跑到教室，她正坐在位置上用一个塑

料袋装她收集的“宝贝”——几片金黄的银杏叶、

两枝桂花，还有几个小小的柿子。

我问她这些东西哪里来的。她一脸惊慌，结

结巴巴地说：“老师，这、这都是我从地上捡来

的。”“你看这张照片里在爬树的人是谁？”她看到

自己在“犯罪现场”的照片后，马上就不说话了。

我觉得她对植物有着极大的兴趣，就问她

“老师看出来你真的很喜欢植物，你长大没准就

可以成为植物学家呢！既然你喜欢它们，就要好

好爱护它们，那你现在觉得自己刚才哪里做得不

够好吗？”她低着头说：“老师，我不该爬树上去扯

它们的枝条，它们也会感到痛的，我在树下面观

察就够了。”

我摸了摸她的头继续说：“你很聪明，也很善

良，因为爬树如果不小心摔下来的话，你会受伤

的。”她一脸的难以置信，然后用力地点了点头，

之后滔滔不绝读起了她喜欢的各种植物。确实，

她懂得不少，再次改变了我对她的看法。

在她的精心呵护下，原本一盆半死不活的月

季竟然抽出新枝条，一朵娇艳欲滴的花儿绽放在

春天的暖阳中，我忍不住蹲下来欣赏。这时，她

走了过来，“这盆快死的花被你救活了，你是怎么

做到的？”我忍不住向她请教起来。“老师，月季喜

欢阳光，不能放在教室里，我每天带着它追光，它

一开心就开花啦！”看着满脸笑容的她，那么开

朗，那么自信，这个还是那个拒绝别人的拥抱的

小肖吗？

我心里一动，说：“你救了它，为了感谢你，老

师现在就想给你一个爱的抱抱，可以吗？”她愣了

一下，然后张开双臂紧紧抱住了我，并在我的耳

边说：“谢谢你，老师！”

虽然学期已经过半，但现在仍不断有同学向

我打报告：“老师，小肖把蜗牛带到食堂，还喂它

吃饭。”每当这时我都会微笑着说：“她这是在进

行研究，将来她想成为生物学家呢！”这个带着

植物追光的女孩，也让我成为了一个追光的老

师。

她那个迟到的拥抱让我明白，教育就是用微

笑迎接微笑，用激情点燃激情，用心灵感动心

灵。你想要的，在你坚守后终会得到。

浅谈一个学生迟到的拥抱
莲都区天宁小学 梁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