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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德与法治》课作为培养学生道德品质的主要渠道，

它是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的活动型综合课程，实践活动占了

很大的分量。在实践活动中离开学生的主要参与，课程是无

效的。“前置法”实际上就是布置学生的课前预习，是《道

德与法治》课必不可少的一环。

2 与教材对话，质疑问难

笔者以为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应该运用“前置法”

教学，要求学生课前与教材自主对话，初步接受教材熏陶，

为课堂教学打好基础。

2.1 学生与教材对话的重要性

《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学

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应由单纯的知识传授者向学生学习活

动的引导者、组织者转变。教师要通过创设任务情境或问题

情境，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究的兴趣，鼓励他们大胆尝试

解决问题的方法。”强调了学生自主性合作学习的重要性 [1]。

《教师用书》（道德与法治）总主编鲁洁教授在“卷首语”

中指出：“儿童道德生活的建构是儿童不断获得、丰富和扩

大道德生活经验的过程，它和知识的学习不同，它不是一个

单向的传授和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主体之间、主客体之间

交互作用的过程。因此，我们建议教师改变以往教学‘讲故事、

讲知识、讲道理’的僵化套路，增加教学中的对话和学生的

主动参与。这种对话包括教师与学生的对话，学生和学生的

对话，学生与教材的对话，也包括学生自我反思。”

从这段话中，我们明白了学生与教材对话，是学生主动

参与教学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也是学生核心素养养成的

重要条件之一。

学生与教材对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课前学生自主地

初步与教材对话；另一部分是课堂上在教师的参与下深度与

教材对话。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深化，“前置法”

初步探讨是前一个方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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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的是《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学生课前预

习得不到重视，上课前，学生没有接触教材，学生对教材生疏，

甚至有时朗读还经常出现读音错误，课堂上要花费大量时间

熟悉教材，影响课堂教学效率。因此，要高度重视课前学生

与教材对话工作。

2.2 学生与教材对话的可操作性

《道德与法治》教材编排的特点之一：教材既是“教本”，

也是“学本”。既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又服务于教师的教学，

是一套“利学易教”的教材。本套教材努力追随儿童的成长，

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呈现形式上都尽力符合儿童的需要，

力图成为儿童爱不释手的学习文本，实现本套教材提出的“走

近儿童，走得更近些”的口号。从教材编排特点来看，学生

乐于与教材亲近、对话 [3]。

学生的语文学习活动，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能力，为学生

与教材对话提供了能力支撑，因此学生有能力与教材对话。

综上所述，学生与教材对话是完全可以操作的。

2.3 学生与教材对话的注意点

2.3.1 明确对话的目标

每次布置学生课前预习时要明确目标；通读整篇课文，

扫清字词障碍；要仔细看图，弄懂图意；要思考课文中的问题，

同时要质疑问难，做适当的记号。

2.3.2 掌握对话方法

我们可以迁移学生各年级语文学习的方法来学习《道德

与对话》。

低年级学生要求借助拼音读通课文，看懂图意。中年级

学生要运用字典读准字音，读通课文，借助词典理解不能理

解的词语，阅读时做记号，作适当的批注。高年级学生要求

在阅读中写下自己的读书感悟。

总之，我们要根据学生年级特点，迁移语文阅读方法，

让学生掌握对话的方法 [4]。

2.3.3 养成对话的习惯

学生课前预习不是临时应急，更不是作秀，而应是作为

一项重要的工作长期来抓，坚持备课教学前布置预习任务，

督促学生坚持与教材对话，亲近教材，让学生初步收到良好

道德品德的熏陶。

下面结合《少让父母为我们操心》一课来谈谈怎样布置

预习工作。

在教这一课时，我们设计了以下预习作业：① 利用工具

书，读通教材；② 读清楚教材，在教材的省略处思考填空；

③ 质疑问难，读了课文后，你有什么疑问，作适当的记号。

课前教师检查预习情况，有针对性设计教案。通过检查，

发现学生能够读通教材，在教材的留白处写下自己思考的内

容，对学生预习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梳理。

① 父母不在身边，无法体会到他们工作的辛苦。② 我们

也知道要做得更好些，少让父母为我们操心，可有时我们也

控制不住自己，该怎样学会自我控制？教师把这两个问题列

为教材的难点，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学。第一个问题，引导学

生利用现代通信工具了解父母的艰辛。第二个问题，引导学

生学会自律，不断反思自己。由于学生初步与教材对话，课

堂设计有针对性，课堂教学效率显著提高 [5]。

3 课前布置实践活动，课前课中相结合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提出：“知识与活动不可分离，知

行统一，欲知必行。”他主张通过儿童充分自主的活动丰富

经验，通过经验促进发展。《道德与法治》也强调“以活动

作为教与学的基本形式。”课堂上的实践活动需要课前的大

量的准备工作，课上的功夫在课前。

在《少让父母为我们操心》这一节课上，为了让学生体

会到父母为我们操心，为我们的辛苦，我们设计了采访活动。

在采访前需要进行课前指导。

① 采访父母可以设计一个采访的提纲。

② 采访的问题的设计。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采访：a 可以就职业特点和工

作内容提问。b 可以根据自己疑问，有针对性地提问；c 可以

抓住细节，询问工作中的辛苦和烦恼。

③ 采访结束后，要整理访问实录，写下自己的感受。

培训结束后，提前一周时间让学生完成采访活动，并提

醒学生注意采访中注意文明礼貌。

在课上交流采访情况，师生平等对话，提高了课堂效率。

从上面案例中，我们明白在学生课前活动时要注意：课

前实践活动要给予方法上的指导；要提醒学生活动时的注意

点，活动要文明有序，活动中要注意安全等；要注意活动结

果的记录，为课堂上实践交流活动，提供鲜活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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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前排练节目，提高课堂效率

为了教学需要，课上要表演一些文艺节目。课前要充分

排演，明确分工，适当指导，这样课堂活动时，才能减少因

排演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活动内容的

评价对话上，从而提高活动的效果。

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在教《少让父母为我们操心》

这一课时，我们设计了一个快板表演《少给父母添麻烦》。

内容选定后，落实了演员，课前初步指导，课余时间排练，

课上活动时，表演活动很成功，重点引导学生交流活动给我

们的启发，提高了教学效果。

总之，实施“前置法”，将《道德与法治》课前、课中、

课后相结合，提高了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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