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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mary school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education is the key stag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rect values and view of rule of law.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iculum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i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that “ the key to run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lies in teachers, and the key is to play their enthusiasm,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Therefore, how to mak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good, how to mak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close to the life of students’ life, deep into the hearts of 
students, we need to play a subjective initiative, change teaching concepts, enrich curriculum resources,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own quality, improve the primary school moral and rule of law classroom teach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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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融合课程资源，提高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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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河北小学，中国·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是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法治观的关键阶段。《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指出道德与法治课程就是义务
教育阶段的思政课。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因此，如何把思政课上好，如何把思政课上得贴近学生的生活，深入学生的心里，就需要我们教师发挥主观能动
性，转变教学观念，丰富课程资源，创新教学方式，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提高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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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中小学二级教师，从事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研究。

1 引言

目前，道德与法治课程在学校中的教学面临一些现状

和挑战：许多学生对道德与法治课程缺乏浓厚的兴趣。这可

能与教学内容的枯燥、理论性较强以及与学生日常生活的关

联性较差有关；部分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过于抽象，难以与

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紧密结合，这使得学生对于理论概念的

理解和应用产生困难；部分学校的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方法

相对传统，缺乏足够的互动性和实践性，这可能导致学生对

课程的参与度降低；部分课程缺乏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使得

学生对于法治和道德在更广泛社会背景下的应用理解不够

深入。

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综合运用创新的教学方法，融合

多种课程资源，使得道德与法治课程更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

和学科特点，同时培养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和法治观念。

2 多维度融合课程资源的内容

丰富课程资源，旨在全面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和学生

的综合素养。融合课程资源有多个维度：

一是可以和现有资课程源相融合，既要关注本学科的

课程资源，利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案例讨论、小组合作、头脑

风暴等充分消化，也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融合。这样

不仅丰富了课程内容，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为学生提

供了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和机会。值得注意的是与学校的德育

活动相结合可以形成一体化的教育模式，全面培养学生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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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法治素养。

二是和社会资源相融合。将道德与法治课程与社会资

源相结合可以极大地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

力。通过开展社区调研与服务学习，可以让学生将所学的法

治原则和道德观念应用到实际中，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通过邀请法律专业人士和社会工作者宣讲，可以让学生能更

深刻地理解法治的实践和社会问题的处理方式；通过模拟法

庭活动，参观法庭和执法机构，可以让学生不仅近距离了解

法律实施的过程，加深对法律体系的认识，还让学生在模拟

的法庭环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理解法庭程序、法律逻辑和

法治原则，培养他们的法律思维和辩论能力。此外社会伦理

的讨论及热点案件分析，都能够引导学生思考并形成独立的

道德判断。

三是和地域资源相融合。道德与法治课程与地域资源

相结合，可以使课程更具本地特色，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和社

会背景。通过对地域文化景观、地域文化传统与故事、地域

法治宣传及地域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冲突与整合等的参观与

讨论，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本地的法治状况和伦理背

景，培养地方特色的法治观念和良好的道德素养。

四是与家庭资源相融合，家校合力，共育英才。通过

设立“家长课堂”，可以让学生了解不同家庭的价值观和法

治观念，充分发掘家长的生活经验及工作特长。通过鼓励家

长或学生设立家庭法治活动日，鼓励家庭成员一同参与法治

相关的活动，如观影、阅读、游戏等，以家庭为单位增强法

治意识。此外，家庭法制角色扮演、家庭道德辩论等活动都

可以强化学生在家庭中的法治教育，培养家庭成员的法治观

念，促使学生在学校和家庭之间形成一致的价值观念，加强

道德与法治教育的全面性。

五是和网络资源相融合。可以利用在线网络课堂、网

络资源库、媒体法律宣讲、网络案例讨论等途径可以提升教

学的时效性、趣味性，拓展学生的学习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获取课程资源时要确保资源的来源可

靠和适合教学需要，选择与教学大纲和教材相符合的资源。

在融合资源时，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学习需求，

合理选择和组织资源，确保资源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同时，

教师还应不断反思和改进教学实践，根据学生的反馈和评估

结果，调整和优化融合资源的方式和方法 [1]。

3 道德与法治课程资源获取的途径

首先，可以向学校教务处或教师获取小学道德与法治

的教材和教学资源。学校通常会提供相关教材和教学大纲，

以及教师编写的教案、课件等资源。其次，教育部门和教育

网站通常会提供各学科的教学资源，包括小学道德与法治。

可以访问教育部门的官方网站，或者搜索相关的教育网站，

如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中国教育资源网等，查找并

下载相关资源。再次，在线教育平台和资源库也是好的途径，

现在有许多在线教育平台和资源库提供免费或付费的小学

道德与法治课程资源。例如，可以访问中国大学 MOOC、

爱课程、学堂在线等在线教育平台，搜索相关课程资源。最

后，教育出版社通常会出版小学道德与法治的教材和辅助教

材，可以前往当地的书店或图书馆查找相关书籍。图书馆也

会收藏一些相关的教材和参考书，可以向图书馆咨询并借阅

相关资源。此外，教师还可以加入教师交流平台和社群，与

其他教师进行交流和分享资源。可以通过微信群、QQ 群、

教师论坛等途径，与其他教师互动，获取他们分享的小学道

德与法治的课程资源。

需要注意的是，获取课程资源时要确保资源的来源可

靠和适合教学需要，选择与教学大纲和教材相符合的资源。

此外，教师在使用资源时应遵守相关的版权法律和规定 [2]。

4 多维度融合课程资源，提高小学道德与法
治教学的有效性的方法和策略

4.1 教师应该制定符合大纲，符合学生实际学情的

教学计划
在整合课程资源之前，制定一个清晰的教学计划是必

要的。教学计划应该明确教学目标、内容和评价方式，以及

融合资源的具体步骤和时间安排。教学目标要立足核心素

养，彰显铸魂育人。教师还可以选择适合小学道德与法治教

学的教材和教辅资料创建系统的知识框架和教学资源，并结

合其他资源进行拓展和延伸。

4.2 教师的教学方法要多样化
教师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

与度。例如，可以使用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游

戏等互动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和思考能

力。值得一提的是个性化教学更有利于提高课堂效率。了解

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并根据他们的差异性进行个性

化教学。教师可以通过分层教学、小组合作等方式，满足学

生的不同学习需求，提高教学效果。

4.3 教师要善于利用多媒体技术及网络资源
利用多媒体技术可以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和互动性。教

师可以使用投影仪、电子白板等设备展示图片、视频、动画

等多媒体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利用搜索引

擎、教育网站、在线课程等资源，可以寻找与道德与法治教

学相关的资料和活动。同时，教师也要教育学生正确使用互

联网资源，培养信息素养和网络安全意识。

4.4 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利用校外资源
社区资源可以为道德与法治教学提供实践和应用的机

会。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法庭、警察局、社区服务机构等，

让学生亲身体验和了解法治的实际运作，增强他们的法治意

识和社会责任感。利用校外资源可以为道德与法治教学提供

更广阔的视野和学习机会。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

活动、参观博物馆、参与志愿者活动等，让学生在实际生活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6卷·第 20 期·2023 年 10 月

57

中感受和应用道德与法治知识。

此外，教师应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通过参加培训、研讨会等活动，了解最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教师还可以与其他教师进行交流和合作，分享教学资源和

经验。

通过融合课程资源，教师可以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

和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小学道德与法

治教学的有效性 [3]。

5 多维度融合课程资源，提高小学道德与法
治教学的实效性的意义

5.1 丰富了道德与法治的教学内容
多维度整合课程资源可以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提供

更多元化、实用性更强的教学内容。通过利用多种资源，如

教材、教辅资料、多媒体技术、互联网资源、社区资源等，

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知识和实践

案例，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此外，教师还应该注

意及时丰富和充实教学内容，反映党和国家重大实践和理论

创新成果。

5.2 增强了课堂教学的互动性
多维度整合课程资源可以增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的

互动性。通过利用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资源，教师可以呈现

生动的图片、视频、动画等，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

通过案例分析与讨论， 提供实际法治案例，让学生进行分

析与讨论，引导他们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通过

组织模拟法庭活动，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亲身体验法律程

序和道德决策过程；通过安排实地考察和采访，使学生亲身

了解法治实践，拓宽他们的视野等，学生将更积极地参与到

课堂中，增强了对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兴趣和理解，促使他们

更主动地思考和应用所学的知识。同时，教师还可以组织学

生进行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活动，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

合作，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

5.3 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多维度融合课程资源可以提高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的

学习效果。通过利用多种资源，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和应用道德与法治知识，培养他们的批判思维和问题解决

能力。同时，通过实践和应用的机会，学生可以将所学的道

德与法治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提高学习的实效性和可持

续性。多维度融合课程资源还可以帮助小学生培养综合素

养。通过利用社区资源、校外资源等，学生可以接触到更广

泛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

识。同时，通过利用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资源，学生可以培

养信息素养和创新思维，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和竞争力。丰

富学生实践体验，促进知行合一。

5.4 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多维度融合课程资源鼓励教师尝试新的教学方法，促

使其在教学中更具创造性和灵活性。教师在融合多维度课程

资源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不断研究和实践，这有助于提升教

师的研究能力和实践经验。通过整合多维度的课程资源使得

教师能够及时了解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和发展，从而保持自

己的学科知识的前沿性。提升教学实效性需要教师深入思考

和实践，还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技能，有助于不断

积累更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提高教学水平。

综上所述，多维度融合课程资源对于提高小学道德与

法治教学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丰富教学内容、

增强教学互动性、提高学习效果，同时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6 结语

多维度融合的课程资源不仅拓展了教学的广度和深度，

更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全面、具体的学习体验。融合课程资源

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整合，更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知识共

融。这种综合性的教学方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

其主动学习的能力，为其道德与法治素养的提升奠定了坚实

基础。

在实际教学中，我们需要教育者具备更灵活的教学方

法，更加关注学生的兴趣点和实际需求。同时，学校和家庭

之间的密切合作也是提高教学实效性的关键因素。只有共

同努力，才能形成育人合力，全面促进学生的发展。然而，

我们也要认识到，融合课程资源的引入并非一蹴而就，需要

不断的教育改革和政策支持。教育者要保持对新方法的敏感

性，政策制定者则需要为教育创新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和更

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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