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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牟平区新牟小学 2020-2021 学年

道德与法治教学研究活动及成果

时间：2024 年 3 月 16 日

参加人员：1-5 年级道法教师

缺席人员及原因：无

教学研究活动主题：德与法治课堂要重视活动性教学

中心发言人：孙晓

一、活动讨论

1.课堂上只通过简单的说教，单一的利用教材，导致了课程

教学的“低效”甚至是“无效”。

2.热热闹闹的教学过后，我们不禁担忧：孩子们在活动中收

获了多少体验和感受？形式各异的活动是否对儿童价值观的发

展给予了引导，是否促进了他们人格的成长？教师们在设计每个

活动时，是否考虑到活动组织的实效性？

3.如何将实际生活中富有教育意义的内容设计成活动教学

的内容。

4.如何创造性的使用、整合教材，并通过搭建平台，将教材

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有机结合，促使学生在品德、智力、生活能力

等方面得以发展。

二、活动总结

《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中强调了活动的重要性。但我们无

法否认，不少教师更多地追求活动的形式，而忽视了活动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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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实效性大打折扣。怎样才能让“活动性”这一基本特性有效

落实于品德课堂教学中呢？

1.明确活动目标

教师在设计每个活动环节时，必须要以本节课教学目标为宗

旨，明确活动的设计意图是什么，活动的价值在哪里。倘若为活

动而设计活动，即使活动再多也仅流于形式，学生参与再多也没

有太多的收获。

2.贴近学生生活

我们在设计活动时要尽量避免照本宣科，要结合生活实际有

选择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这就要求教师关注儿童的生活，关注儿

童的兴趣和需要，从中捕捉有教育价值的主题作为教学活动设计

的成长点，这样的活动才更有针对性，实效性也能大大提高。

3.重视道德体验

教师在组织学生活动时，尽量让学生进入到角色的情感，并

关注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自我感受和体验，让学生不仅有活动权，

更要有体会权、发言权。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在体验中成长，更

好地促进他们的道德自主建构。

4.体现以生为本

儿童是活动的主体，教师是儿童学习的支持者、合作者和指

导者。一节课活动的设计，教师要做大量的课前准备，设计出学

生乐于参与的、需要参与的活动内容与形式，甚至可以和学生一

起讨论活动方案。活动过程中，教师要创设条件，多给予鼓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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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的建议，力求让更多的学生平等地参与活动、交流情感体

验。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以生为本”。

综上所述，要提高道法教学中活动的实效性，教师在围绕教

学目标的前提下，就必须关注学生，体现主体性，让孩子们在丰

富多彩的活动中获得真知与发展，让有效的课堂活动成就精彩的

课堂教学。

三、活动成果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现在的道德与法治课以学生的现实生活

为背景，通过各类和儿童生活相关的活动为载体，学生在使用教

材的过程中，会有亲切的感受，容易和教材产生共鸣。经过教研

活动，进一步明确了在教学中重视活动性教学，利用各种小活动

充分调动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努力给学生创造机会，让

学生在—系列的活动过程中获得自信，提高了学习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