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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道德和法治的教学过程中袁教师注意到
部分学生对这门课程的真实理解相对缺乏袁这种理
论知识的过度灌输逐渐削弱了他们的创新思维能
力袁 同时也使得他们在无法融入实践活动的情况
下袁逐步产生了学习上的困扰遥 教师应积极转变了
教育观念和授课模式袁充分展现了道德和法治教育
的课程价值袁 同时也使得学生在参与环境的同时袁
亲身体验袁深刻理解了课程的实际应用价值遥

一尧基于新课标背景下的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
法治课程标准概述

渊一冤关于课程方案
首先袁优化了育人目标遥 深入实施习近平总书

记有关培育能够承担民族振兴重大使命新一代青
年的指示袁结合义务教育的本质和课程方向袁确立
了在培育有理想尧有能力尧有责任心的方面对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的细化培养标准遥
其次袁进行了课程结构的调整完善遥 为响应中

共中央及国务院的野双减冶措施袁同时确保义务教育
九年阶段维持总课时数 9522小时的标准袁 对现有
的课程体系作了合理配置遥 小学阶段的原品德与生
活尧品德与社会课程袁以及初中阶段的原思想品德
课程被整合重组为野道德与法治冶科目袁并按照一体
化原则重新设计遥 美术课程经过改革袁一年级至七
年级以学习音乐尧美术为核心袁同时融合了舞蹈尧戏
剧尧影视等元素袁八年级至九年级则能依据分项选
择课程遥 劳动与信息技术科目从原综合实践课中分
离出来遥 此外袁科学科目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开设
年级提前到一年级遥
最后袁具体化了执行指南遥 增添了构建课程准

则和教学材料的基础规定曰明确了省级教育管理机
关与学校开展课程的责任尧体系规定袁以及指导教
学革新的方向和评估革新的焦点袁 对于教育培训尧
教学科研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曰 完善了执行的体
制袁加强了监控与指导的规范遥

渊二冤关于课程标准
首先增强了以培养学生为主的课程指向遥 各个

学科的教学大纲都是根据基础教育的育人目的来
设定的袁把党的教育政策转化为这门学科特别需要
关注的主要素质教育袁彰显了对正确价值观尧基本
品质和重要技能塑造的具体要求遥

其次袁 课程体系内容构成进行了精炼与提升遥
本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为核
心导向袁遵循培养核心素质的基本需求袁精心挑选
了关键理念尧核心主题与基本知识条目进行课程设
计袁从而加强了课程内容与教育目标之间的紧密联
系袁并改善了课程内容的编排方式遥 通过设置跨学
科的主题式学习活动袁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
融合袁推动了综合性课程体系的落地实施袁并加强
了对实践性教学的要求遥

第三袁制定了教育成效的评价标准遥 这些标准
将针对不同年级阶段的学生袁依据他们在核心能力
上的成长水平袁并结合教学大纲的内容袁细致地描
绘其学业成绩的具体表征遥 这样的学业质量评价准
则将指导教师合理把握教学的深入和扩展程度袁为
编写教科书尧执行教学计划以及进行考核评估等活
动提供标准化参考遥

第四袁提升了教学的具体引导性遥 课程各项标
准在对野内容要求冶进行阐述时袁设定了具体的野学
业目标冶和野教学建议冶袁更为细致地描述了评估和
出题的建议袁着重于实现野教与学与评冶三者的契
合遥 此外袁增添了更多教与评的实际案例分析袁不但
清晰界定了野为何教冶尧野教授什么内容冶以及野教授
程度如何冶袁还加强了野如何进行教授冶的明确引导袁
确保教学内容实用且效果显著遥

最后袁强化了教育阶段之间的顺畅过渡遥 重视
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衔接工作袁在评定学生在体质健
康尧语言表达尧社会交往尧科学探究和艺术创造等方
面的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袁精心策划小学低年级渊一
至二年级冤的课程内容袁确保学习方式以活动化尧游
戏化尧生活化为核心遥 根据学生在进入初中阶段所
展现的认知能力尧情感态度及社会互动技巧的成长
情况袁调整和设定不同教育阶段的学习内容袁以呈
现学习目标的衔接性和层级性遥 同时袁针对高中生
的个性特征和不同学科的特殊要求袁铺垫和筹备他
们的深入学习需求遥

二尧情境体验式教学理论基础
野感知的起源冶被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视为野所

有知识冶的教育原则袁这构建了情境体验式教学的
初始理念遥 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
念同样重视孩子们自行寻找和研究周围的事物袁以
此建立起个人的知觉循环遥 中国的教育领军人物陶
行知提出野生活即教育冶的思想袁他鼓励人们通过积
极的生活经历去掌握知识袁这些经历正是将教学融
为一体的具体实施方法遥

经过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大量研究袁他们形成了
一致的理论院 如果想让教育深入到学生的内心袁那
么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他们的实际体验遥 在授课时袁
教师需要坚持直接的教学法袁利用丰富的实践和探
究激发多种感觉刺激袁以便让学生先建立起感性的
认知袁然后借由教育的引领提高到理智的认知遥 在
初级阶段的道德和法治教育里袁情境模拟型教学方
法被视作一种教师为了达到他们的教学目标袁而特
意构建出一些与教材主题紧密相关的多元化活动
场景遥 这样袁学生们可以在真实的环境下进行体验袁
将他们对道德和法治的理解和情绪元素相结合袁从
而产出他们的道德教育成效袁并将其运用到日常生
活环境中遥 这个教育模式的革新是达成初级阶段的
道德和法治教育目标的高效途径遥

三尧新课标下情境体验式教学在小学道德与法
治课程中的运用

渊一冤生活化体验情境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通过参加道德与法治的课程袁学生能够建立起

正确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及价值观袁并掌握社交所需
的道德素养遥 作为教师袁我们需要把理论知识融入
日常生活中袁改革教育手段袁使得学生能够在实践
下灵活利用所学知识遥 所以袁教师需要擅长利用实
践教学的方式袁构建与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连的环
境袁激发他们的共鸣袁丰富他们的亲身经历袁强调他
们在课堂上的核心地位遥

比如袁当教授一年级下半学期的叶家人的爱曳课
程时袁鉴于野学生们尚未深度理解社会尧生活尧情绪
等各个方面袁他们的心智尚未完全成熟袁对父母的
爱和关怀还不够敏锐察觉袁大部分学生认为父母对
他们的疼爱是理所当然的冶的学习状况袁教师可以
采用实践性的教学方法来构建教学环境袁引导学生
回顾他们与父母共度的美好时刻袁回想他们曾经为
他们做过的微小事情袁使他们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
和关怀袁并学习到感恩遥 首先袁教师可以让学生们挑
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家庭照片袁并在课堂上和他们
的同学们一起分享遥 接着袁引导他们回顾父母在平
常生活中的行为袁体验他们的辛勤付出遥 然后袁教师
会邀请两位学生站上讲台袁分享他们对于父母日常
生活的艰辛的理解遥 例如袁在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袁
我们需要学习走路遥 接着教师可以让两位学生一位
扮演野父亲冶一位扮演野孩子冶来模仿父亲教孩子学
走路的情景遥 当感到野孩子冶快要无法坚持下去时袁
教师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袁让野孩子冶分享一下他们现
在的真实情绪遥 接着袁引导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
反思院我们有哪些能力去帮助父母呢钥 在进行了讨
论之后袁学生可以站上讲台分享自身的感受遥 课程
结束后袁教师将进行课后的总结袁并分配家庭作业遥
这些任务的目标是让学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展
示他们对家人的深深关爱袁并且帮助父母完成三件
自身力所能及的事情遥 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袁学生
们将逐步理解到爱的真谛遥

渊二冤科技化体验情境袁增强学生知识理解能力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进步袁信息技术已经

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遥 为了适应这个时
代的进步袁 教师需要把信息科技引入到教育过程袁
从而唤醒学生的学习兴趣遥 所以袁教师可以利用互
联网技术的优越性袁构筑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进行的
多元化的体验式教育环境袁把与课程主题紧密相连
的声音和影像资料明确展示给学生袁让他们有独特
的视觉享受和全新的学习经历遥

比方说袁当在教授叶请到我的家乡来曳课程时袁
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构建一个富有实践性的教
育环境袁这样就能使得学生深入地理解和体验他们

的家乡袁从而激发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和热忱袁首先袁
教师会播放一首叶我的家乡曳袁使得学生能够沉浸在
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卷之中袁深深地感受到家乡的
吸引人之处遥 其次袁教师可以鼓励他们站上讲台袁分
享他们所看到的家乡的美丽和他们的思考袁 同时袁
教师也会重新呈现一些风光的照片遥 为了更好地理
解和认识我们的故土袁教师会指导学生搜集关于家
乡的其他信息遥 同时袁还能够创作一段关于家乡的
视频袁邀请所有人到家乡做客遥

渊三冤合作化体验情境袁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
在传统的道德和法治教育中袁一个教师负责一

群学生的授课袁 这样的模式既降低了教学的效果袁
同时也缺乏对学生的足够重视遥 所以袁为了创建一
个有效的课堂环境袁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袁并最大
限度地激励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袁教师们可以选择使
用实践型的教育手段袁让学生们通过团队的方式来
参加学习遥 教师依照学生的独特性质来适当地划分
小组袁以此来激发学生的自我学习尧团队协同以及
逻辑推理的技巧袁并增强他们的责任感遥
比如袁在叶生活处处有规则曳这一课程教学过程

中袁为了鼓励学生主动遵循学校尧家庭和社会的规
定袁教师可以提前安排预习任务袁引导他们去发现
并记住日常生活中的野规则冶遥 首先袁教师在授课过
程中袁依据学生的个性特点袁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分
组袁并让他们的小组成员选出一名组长遥 其次袁教师
引导学习小组离开教室袁对校园尧家庭尧社区等各个
角度进行深入地观察袁并做好相关的记录遥 然后袁学
生们在小组内部共享他们的观察成果袁由小组长负
责整理袁并将这些成果汇总到班级报告中遥 最后袁教
师会对课程进行总结和补充袁学生们则通过小组的
形式参加课堂的实践活动遥 通过深度理解日常生活
的野规则冶袁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法律意识袁从
而增强他们在课堂上的参与热情和学习效果遥

四尧结语
在新的课程改革与素质教育的背景下袁最重要

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逐步建立并加强他们的核心
技能遥 然而袁目前中国小学生的这些技能仍需进
一步提高袁作为道德与法治的教师袁我们可以通
过情境模拟的方法来进行教学遥采用情境模拟的
教学法袁作为一种创新的教育手段袁在道德和法
治教学领域中具有巨大的潜力遥这种模拟的教学
法一直秉承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袁改革了旧的教
学模式袁使得教师无需像以往那样单纯地灌输知
识袁同时也避免了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遥实施
这种模拟的教学法袁能够帮助我们树立品德袁提升
当前的道德和法治教育水平袁并且能够提高学生的
道德和法治修养遥

新课标下情境体验式教学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中的运用探析
姻苏州市相城区望亭中心小学 薛晶晶

食育教育走进高中化学课堂袁这不仅能够实现
高中化学教学生活化袁用科学知识指导生活袁而且
有助于提升青少年的食品营养知识和健康理念曰这
对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提高全民的营养素养
也有重要意义曰同时袁还有利于野食品安全战略冶全
方位尧深层次的推广和实践遥

一尧食育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随着野健康中国战略冶的深入实施袁国人的健康

已处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袁健康理念及相关知识
普及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遥 科学的营养摄入是牢筑中
小学生健康体魄的基石袁营养知识的知晓是合理膳
食的前提遥 每年的 5月 20日为我国法定的野中国学
生营养日冶袁然而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袁关注的重
点不同袁我国中学生营养日及相关知识的宣传还远
远不够遥 现阶段我国中小学生的膳食热量营养素的
供给已经足够袁 甚至过量曰 而优质蛋白摄入偏低袁
钙尧铁尧锌尧硒等部分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明显不足遥
2018年袁广西白色市田东县和德保县中小学生的贫
血率分别高达 22.68%和 23.95%曰这与中学生营养知
识知晓率偏低和营养摄入不均衡息息相关遥 2021年
福州市营养改善计划地区的中小学生营养知晓平
均率仅为 56.5%遥因此提高中小学生的营养知晓率袁
促进他们的合理膳食已刻不容缓遥 营养知识的普及
是食育教育的重要内容袁开展食育教育的有效方法
之一是将其与学科教育相融合遥

二尧食育教育与化学教学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
食物与化学存在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袁日常膳

食中蕴藏着丰富的化学知识遥 食物中的七大营养素
渊碳水化合物尧蛋白质尧脂肪尧矿物质尧维生素尧膳食
纤维和水冤 划分的依据就是其化学性质和生理作

用袁每一种营养素都由基本的化学元素构成遥 因此袁
化学知识掌握是充分了解食物营养的前提袁食物中
的营养物质又是化学教学的重要内容遥

就初高中阶段而言袁化学教材中的钙尧铁尧锌等
元素是膳食营养中的重要矿物质袁对机体生长发育
有深远影响遥 充分了解这些矿物质元素的基本性质
有助于科学指导其膳食的摄入袁能够合理避开膳食
补充的误区袁如骨头汤能否补钙袁铁锅炒菜是否可
以补铁等遥 高中化学中的生物大分子主要讲解了糖
类尧蛋白质和核酸袁这些都是膳食中的基本营养物
质遥 所以袁化学与食物营养存在天然的无法分割的
联系遥

此外袁野膳食与营养冶已经是高中化学的一部分
内容袁一些高中化学教材已经将相关知识纳入到教
学内容之中袁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尧山东科学技术
出版社及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等出版的叶化学与生
活曳高中化学教材袁均将膳食与营养作为主要内容
之一遥 因此袁将食育教育与化学教学有机的融合在
一起不仅有助于开展食育教育袁更能增加化学教育
的趣味性和生活性遥

三尧结合高中化学教材让食育教育走进课堂
合理尧均衡尧营养尧健康的饮食是维持身体健

康袁保持精力充沛尧提高免疫能力和学习效率的物
质基础遥 在一线教学过程中袁我们可以通过实际生
活与教材相结合的方式袁更加生活化的讲解相关知
识点袁 科学的普及食品营养知识指导膳食摄入袁同
时增加学生对相关化学知识点的理解遥

以山东鲁科版教材为例袁叶化学与生活曳中设有
叶摄取益于健康的食物曳章节袁其中详细介绍了维持
人体基础新陈代谢所需的营养素及其来源遥 身体内

如果缺少某一种或多种营养素则会对健康造成影
响渊如缺铁性贫血尧骨质疏松尧发育迟缓尧身体消
瘦冤袁 而如果摄入过多同样也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
负担渊如野三高冶冤遥 通过学习这些化学和营养知识袁
可以使学生科学的了解每种食物的主要营养素及
其重要作用袁对高中学生的膳食营养有重要指导作
用袁并且会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食品营养意识遥

我们在高中化学课堂进行食育教育的同时袁将
有助于实现高中化学课堂的生活化袁例如袁在讲解
Ca2+的化学性质时袁 可以从菠菜和豆腐为什么不宜
一起吃引入袁 引导学生加强对相关知识的理解院菠
菜中含有丰富的草酸可与豆腐中的 Ca2+发生反应袁
生成的碳酸钙不利于人体吸收遥 同时袁在家庭作业
中渗透食品营养教育袁如院为什么忌用生锈的菜刀
削水果袁破坏了那些营养素钥 要求学生列出化学反
应方程式遥
化学教学不仅可以微观的讲解膳食营养袁还可

以宏观的了解食物中的主要营养素院碳水化合物由
碳尧氢尧氧三种元素组成袁主要为机体提供能量袁主
要来源于糖尧谷物尧根茎类尧水果等食物曰蛋白质的
组成则比碳水化合物多一种氮元素袁牛奶尧鸡蛋尧水
产品尧畜禽产品尧豆制品等食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遥

另外袁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袁尤其是野三聚氰
胺奶粉冶野苏丹红鸭蛋冶野孔雀蓝鱼虾冶以及野甲醛奶
糖冶等事件袁更是一度引起了人民的恐慌袁甚至造成
大家对食品添加剂谈之色变遥 之所以造成这种情
况袁除上述问题食品事件以外袁主要是长期以来缺
乏对食品添加剂科学认识曰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
引入相关概念袁以便于同学们能够形成一个更为准
确尧 科学的认知遥 以家庭生活中常见的食品添加

剂要要要小苏打为例 袁 教师在讲解碳酸氢钠
渊NaHCO3冤的理化性质时袁就可以引导学生科学地
认识这一食品添加剂遥 小苏打的主要成分恰是
NaHCO3袁 其加热分解的方程式为 院2NaHCO3 =
Na2CO3+CO2尹+H2O曰 其分解产物是 Na2CO3钙片
的主要成分袁CO2则可以使面点多孔尧 增强面点的
口感袁H2O是人体必需物质尧且是七大营养素之一曰
所以适量食用小苏打对人体健康没有危害而且有
一定的益处遥

高中化学教学的生活化袁不仅可以恰当的引入
食育教育袁还能加深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袁培养
学生野学以致用冶的实践精神和野学有所用冶的自豪
感袁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遥

四尧结语
新课改明确提出高中化学教学要让学生野有参

与化学科技活动的热情袁有将化学知识应用于生
产尧生活实践的意识袁能够对与化学有关的社会
和生活问题做出合理的判断冶袁 这一要求引起了
一线教师的教学探讨遥而食育是我国素质教育的
新课题袁且与化学学科教育密切相关曰因此在高
中化学教学中开展食育教育袁 有助于实现高中课
堂内容的生活化袁增强学生对化学课堂所学知识的
理解和应用袁 同时培养了学生的膳食营养意识袁也
有利于学生野高阶思维冶的形成袁化学核心素养的培
养和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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