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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在道德与法治课中再放光辉
———用爱改变孩子们

◎ 刘淑琴 ／普兰店区丰荣办事处中心小学　辽宁　大连　11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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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根据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用传统文化
的概念，用我们的爱将其改变过来。让学生在道法课上展示自

己学习成果的过程中，在自评和互评中感受到成长的快乐。让

学生在道法课程上发挥自己的特长，能够在这堂课上尽力听

讲，完成本节课应该完成的任务，让每个孩子都能体会出自己

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传统文化；尊重；鼓励；改变

在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意识在人们的脑海中

也渐渐淡化，所以社会上也会涌现出一些比如针对道德问题如

何处理方面的争议：例如，看到老人摔倒，是不是去扶他，扶他

以后会不会被别人赖上。无不在说明我们现在的人们心目中

对传统文化的淡漠。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必须从孩子心灵的最深处开始引导

他们，做一个懂得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的中国人！

在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坚持品德培养回归生活的基本

理念，但不是简单地复制自己的生活，而是要深入到孩子们的

生活中，真正了解到孩子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样才会为教育

好他们找到一个良好的契机，一个合适的着眼点，从而达到一

个教育的最佳效果！

本课程的评价以质性评价为主，量化评价为辅，采用的评

价方法主要有：观察、访谈、问卷、成长资料袋评价、作品分

析等。

发挥评价的激励机制，让学生从消极的被评价对象变为评

价的积极参与者，使他们在展示自己学习成果的过程中，在自

评和互评中感受到成长的快乐。

1　尊重
在上课过程中遇到这样一个孩子，在课堂上不断地捣蛋，

刚入学的小孩子课堂的行为习惯也没有形成一定的规则，哪里

有点小情况一定少不了他的“功劳”。刚开始也试着对他进行

一些惩罚，让他在班级的角落里站着反思，几次把他叫到办公

室。甚至送到校长办公室，而结果是他只会淡淡的一笑，敷衍

了事。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的改变。后来，我觉得没有任何的

效果，所以我扭转思想：尊其师，信其道！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样

的，只有让他觉得别人尊重他，爱戴他，他自己才会有一定的

改变。

于是乎我就对他进行鼓励，给予尊重和友善的态度，在他

每取得了一点小小的进步，哪怕是今天的课堂只是比前两天的

课堂少了几声乱叫，少了几次乱走动。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

高。家长和老师都感到非常的欣慰。尤其是在道法课堂上，我

觉得让孩子真正懂得怎样去赢得别人的尊重，而最终获得尊重

是很重要的。所以每节道法课我都会引导他们学习这些可以

帮他们养成一个良好习惯的“引路航标”！

2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还有一次在上课时，一个同学忽然告诉我说，他的铅笔丢

了。我想谁拿走的也不会很快把它转移走，于是乎我就快刀斩

乱麻，在教室里马上坐好，把这件事后果的严重性跟他们都讲

得很清楚。我旁敲侧击地告诉他们，“其实老师都知道是谁拿

的，但是老师不揭穿你，只是给你一个承认错误的机会。”然后

每个人都拿出一张纸，如果没拿就在纸上写上“我没拿”。

写的过程中我就观察每个人的表情及动态，一会儿的工

夫，同学们都陆续把纸交了上来。我仔细翻阅了同学们交上来

的“答案”，心里也很忐忑，眼看着就要翻到最后了，可是还没

有看到我想要的答案，心想没有可怎么收场啊？忽然我眼前一

亮，最后一张纸上写着：“老师，对不起！是我拿的，以后我不

敢了！”

这个孩子是班级里的体委，我灵机一动说：“我们今天上的

这课是‘课间十分钟’，我听说我们班级里的有一名运动健

将。”同学们纷纷指向班级里的体委，这是我就顺势而导，继续

说，“正好！老师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跳绳，你跟老师来一下，

这样你可以带动全班同学一起玩，让更多的同学在你的带领下

也可以成为班级里的运动达人。你跟老师来一下吧。”

“老师以这种形式把你叫出来，你觉得合适吗？”

他看着我回答：“老师，谢谢您！给我留了足够的面子，让

我在同学面前没有失去尊严，以后我再也不干这种事了，请老

师相信我！”

从那以后这个孩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可以约束

到自己的行为，还会把别的同学不好的地方指出来，并加以改

正！和家长也沟通了孩子的变化，家长也感到非常的欣慰。一

份尊重真的改变了这个孩子的命运，以及他的处事态度。

成绩好的孩子不一定优秀，只有心灵美的孩子，懂得感恩、

懂得幸福的孩子，才是孩子真正的优秀所在。孩子最多需要的

是他们心灵上需要弥补的东西。当老师把学生们作为值得尊

重的人看待时，这样你就会发现孩子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变，从

而各方面都会改善很多！

我也要在以后的道法课堂上向更多的向孩子们传递这种

积极上课的动态思想，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展示出自己的个性风

采来！相信在道德与法治的课堂上也会有更多表现出色的孩

子们涌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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