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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正引领着小学德育的改革，正改变着德育课堂，也正改变着孩
子们的道德面貌和心灵。
但是，如何把课程理念转化为教学行为，如何把新课标要求内化为学生的素质，外化为学生良好的行
为，还有许多问题要研究要解决；道德教育的智慧如何认识，如何生成，如何影响课堂，也有好多问
题需要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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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课标关键词讨论二、智慧德育课堂图景讨论三、教学设计讨论四、教学展开讨论五、为儿童的道
德智慧生长而教六、典型主题的教学案例与讨论《品德与生活》教学案例1．小伙伴一起玩(一年级)2
．小马虎旅行记(一年级)3．我掉牙了(一年级)4．别把花草弄疼了(一年级)5．寻找春天(一年级)6．他
们需要关爱(一年级)7．我从哪里来(一年级)8．我来试试看(二年级)9．我的小相册(二年级)10．中秋
节(二年级)11．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二年级)12．小树小草也知疼(二年级)13．我不胆小(二年级活动
课)14．我与小动物(二年级活动课)15．我的好习惯(二年级)《品德与社会》教学案例1．认识我自己(
三年级)2．我不耍赖皮(三年级)3．同学之间(三年级)4．请到我的家乡来(三年级)5．有多少人为了我(
三年级)6．我想要我能要(三年级)7．全家福(三年级)8．现在的我能做什么(三年级)9．在公共汽车上(
四年级)10．男生女生(四年级)11．我们赢了(四年级)12逛商场(四年级)13．生活中的各行各业(四年
级)14．我更了解自己了——我相信自己能变得更好(五年级)15．男生女生不一样(五年级)16．雄伟的
布达拉宫(五年级)17．班级中的岗位(五年级)18．我们为祖先而骄傲(上)(五年级)19．我们为祖先而骄
傲(下)(五年级)20．寻访“三孔”(五年级)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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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师要明白这些具体知识点的类型，是事实、概念，还是方法、程序、原理，以便确定具体的掌
握程度。
目标既要全面，又要突出重点、难点。
重点指对掌握知识形成能力起决定作用的内容，难点指新出现的学生难以理解和掌握的内容。
重点和难点要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水平来确定。
重点和难点确定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教学质量。
　　(4)确定各目标点的掌握程度　　在确定了教学目标的内容以后，要确定每一目标点的掌握水平要
求，比如是一般了解，还是能列举解释、分析说明。
在本案例中，教师要求学生能够对“生活中的不方便”一一列举，并想些“金点子”，加以分析说明
，以此鼓励学生要在生活中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想象，树立动手动脑解决生活问题的积极态度。
目前各目标点掌握水平的要求还没有引起普遍重视，在一些地方甚至被忽略了，这在一定程　　度上
影响了教学质量。
这与掌握水平的分类还不明确、不统一有关。
　　(5)调整教学目标　　起初，本案例的设计者先出示了“未来的汽车”，让学生说说它有哪些好处
，再来说说现实中的汽车有哪些不方便的地方。
后来发现学生大多根据这辆未来汽车的优势反过来陈述现在汽车的缺点，他们的思路被限制了。
于是，教师赶快对教学目标和方案进行了调整。
让学生从现实基础出发，通过对比认识未来汽车的优势，初步感受科学发明的魅力，为开展下一环节
的“金点子活动”埋下伏笔。
　　教学目标的编制不可能一下子就完美无缺，需要不断地修改、补充、完善。
教师个人编制的教学目标可以在集体备课中得到修改补充；统一的教学目标要求也可以在教师个人钻
研的基础上得到丰富和充实。
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根据班级的实际情况和教学过程中突然出现的问题，对已经设计好的教学目标进
行补充和调整。
(江苏省常熟市石梅小学钱丽霞)　　(三)主题载体设计　　1．主题载体的确定　　《品德与生活》的
《课程标准》指出：《品德与生活》课程是“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培养品德良好，乐于探究，热
爱生活的儿童为目标的活动型综合课程”。
活动性是本课程的基本特性之一。
同时，《课程标准》又强调：“本课程遵循儿童生活的逻辑，以儿童的现实生活为课程内容的主要源
泉，以密切联系儿童生活的主题活动或游戏为载体，以正确的价值引导儿童在生活中发展，在发展中
生活。
”《品德与社会》的《课程标准》也同样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
，是在各种活动中通过自身与外界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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