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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策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路径探析

祝成彦　 　 柏菊英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重要资源。 上好小学道德与法治课,要在教学中挖

掘、运用好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精准把握融入的结合点,多元开发融入内容,通过合理取舍、讲好故

事、格言阐释、体验探究等路径,用好用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入助推学生

核心素养的发展,彰显课程以素养立意、以文化育人的价值理念。
　 　 【关键词】小学道德与法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素养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担负着落实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的重要使命,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道

德与法治课程的重要资源。 上好小学道德与法治课

程,要在教学中挖掘好、运用好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资源[1],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入助推

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彰显道德与法治课程以素养

立意、以文化育人的价值理念。
一、精准挖掘,确立融入点和融入内容

浩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哪些可以运用于道

德与法治课程教学? 要回答这个问题,一是要厘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内在联

系,结合具体主题、单元或课题等,把准融入的结合

点,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素挖掘的精准度。
二是要发掘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对融入

内容进行整合贯通,实现全面、合理、准确融入,彰显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价值

理念。
(一)依据课标和教材,找准融入点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 年版)》
在“课程目标”中,基于“政治认同”这一核心素养,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出了明确的学段目标

(见表 1)。 同时,分学段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的内容要求(见下页表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主题与其他主题共通共融,有机熔铸为一体,并
与不同的核心素养相对应。

而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蕴含着丰富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赋予了传统文化元素更多思

表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学段目标

学段 目标
核心

素养

第一学段

(1 ~ 2 年级)
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文化符

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亲切感。

第二学段

(3 ~ 4 年级)
初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

性成果,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第三学段

(5 ~ 6 年级)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性成

果及其意义,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成

就感到自豪。

政
治
认
同

想价值引领的内涵。 其中,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集中呈现(见第 37 页图 1),又有不同年段和主题

的散点分布。
这就意味着教师在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小

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契合点时,既要基于课程标准,
也要基于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实际需要,遵循典型性

和适切性相辅相成的原则。 例如:三年级上册“快乐

学习”单元可以选取经典篇目中的“敏而好学,不耻

下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名言名句;四年级

下册“我们的衣食之源”一课,可以汲取祖国悠久的

农耕文化、二十四节气中的农耕智慧、农民丰收节体

现的晒秋等文化传统;六年级下册“日益重要的国际

组织”一课,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协和

万邦、天下大同、亲仁善邻”等国家外交之道的思想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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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要求

学段 内容要求
核心

素养

第一学段

(1 ~ 2 年级)

了解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养
成不浪费的习惯。 尊敬父母长辈,体贴

家人,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感受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

道德

修养

第二学段

(3 ~ 4 年级)

感受父母长辈的养育之恩,以恰当的方

式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尊敬和关心。
道德

修养

了解自己家庭的历史,知道弘扬优秀家

风的意义,初步体会中国人的家庭观念。

道德

修养

责任

意识

理解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如仁爱、诚信、
谦逊等。

道德

修养

知道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

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
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

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政治

认同

知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性成

果,初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政治

认同

第三学段

(5 ~ 6 年级)

了解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
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了解中

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为中华民族

创造的文明成就感到自豪,坚定文化自

信。 了解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重要

性,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以包容的态

度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

政治

认同

　 　 (二)多元化开发,精选融入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在新时代,究竟

哪些资源可以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所用,需要教

师能动地去寻找、认识、选择和利用。 教师要辩证地

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 在全面、立体、深入领会课程标准的基础

上,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与课程目标实

现的关系,从教学需求出发,围绕“核心思想理念、中
华人文精神、中华传统美德”三大内容主题,以“经典

篇目、人文典故、基本常识、艺术与特色技能、科技成

就、文化遗产”为主要载体[2],精选适合小学道德与

法治教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构建目标精准、
内容适切、形式多样、开发多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资源开发与利用体系。 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实物

等不同的资源类型,格言名句、先贤人物、传统故事、
民俗风情、科技成就、文物遗迹等丰富的素材,彰显

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时空的永恒魅力,能够使小

学道德与法治课更接地气、有活力,从而为学生核心

素养培育提供更好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根据不同学段的学情特

点,精选融入不同内容。 例如:诚实守信、勤俭节约、
尊老孝亲等传统美德在不同学段都有涉及,要注意

选择不同角度和梯度的教学素材。 以勤俭节约为

例:低年级可以结合日常生活中的饮食礼仪来讲;中
年级则侧重联系优秀家风,从尊重劳动成果、礼敬劳

动者的角度来讲。
二、巧妙运用,创新融入形式与方法

如何用好用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的关

键。 需要教师笃行新思想,善于灵活把握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的方法、时机和艺术,在创新思政课堂

新模式上下功夫,让教学有章可循、有路可走。
(一)合理取舍,科学结合

一堂课的时间有限,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元素与小学道德与法治内容的深度融合,既要重视

素材内容与教学需要是否匹配,又要注意素材数量

取舍的适度性,不能把各种素材一股脑地都用上。
为此,要坚持问题意识,立足于解决学生的现实生活

问题,根据教学目标和教材核心内容,依据学情,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瘦身”,对精华部分加

以提炼、重组、整合,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材的

经典性。
例如:执教五年级下册“弘扬优秀家风”一课时,

面对我国历史上丰富的家训、家规,以及与家风有关

的传统美德故事,不能面面俱到地去讲解,应该考虑

学生的身心特点,关注本班学生现实生活中正在发

生的热点事件,了解他们最感兴趣或最想研究的话

题,结合生活中的典型事例,选择适合的学习内容。
可以灵活选取贴近生活的诸葛亮诫子格言、颜氏家

训、朱子家训等经典故事和格言并加以运用,引导学

生学习其中易于接受和理解的道德观念,使小学道

德与法治教学更好地呼应学生的成长需要。
(二)讲好故事,事半功倍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指出:“思政课会讲故事、 讲好故事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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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集中呈现

教师应精选学生易懂的、有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故事,注重故事所反映的精神内涵与现代文化、现实

生活的相融相通,展现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育人新

样态。
例如:执教五年级上册“传统美德,源远流长”

一课时,教师应充分挖掘文化经典中古圣先贤、民
族英雄、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注重找准故事和教

材内容的契合点,紧扣教育主题,讲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故事。 如围绕“诚信”讲述重耳“退避三舍,
守诺如初”、季布“一诺千金”、范式“鸡黍之约,言
而有信”的故事;围绕“仁爱”讲述孔子“仁者爱人,
行道于世”、孙思邈“一方千金,苍生大医”、里革

“割网匡君,爱惜万物”、范仲淹“先忧后乐,博爱善

施”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丰富的情节,有鲜明的

主题思想,能使学生产生情感共振、思想共鸣。 需

注意,教师不能仅仅停留在热热闹闹讲故事的层

面,还要善于挖掘传统文化故事所蕴含的道理。 例

如:在学习故事《鲁女爱国》后应及时追问:“你听

完故事后有何感想? 如果是你,你又会怎么做?”在
学生围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进行思考和交流

的过程中,中华传统美德滋养着学生的爱国情怀,
政治认同、责任意识等核心素养悄然根植于学生

心田。

(三)格言阐释,古为今用

读古训以警心,悟至理以明志。 统编小学《道德

与法治》教材中有许多有关生活、读书、修养、成功的

格言名句和经典篇目,言简意赅,传承久远,至今仍

然有学习借鉴的意义。 教师要善于挖掘和阐发其中

的内涵与时代价值,注重理解与诠释,创新表达形

式,以时代精神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丰富和

扩展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深度和广度。
例如:五年级上册“传统美德,源远流长”一课中

涉及许多反映传统美德的格言,教师可让学生围绕

自强不息的人格修养、立己达人的仁爱精神等,以小

组为单位收集相关格言名言资料,并在全班分享交

流。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不应让学生单纯记诵这些

格言名句,而应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

进行理解与诠释,关注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重视对这

些传统美德的认同与践行,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经

验深化理解,并将其运用到道德实践中。
(四)体验实践,深化认同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 年版)》
在“教学建议”中提出:“丰富学生实践体验,促进

知行合一。” [3] 这就要求教师打破课堂的时空局

限,加强课内课外联结,积极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融通“大思政”格局的实践路径,形成文化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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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育人的合力,让学生在实践中体悟、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终达到文化熏陶、提升素

养的目标。
例如:二年级下册“传统游戏我会玩”一课,可

以设置“传统游戏一起玩”的课后实践任务,让学

生在与长辈一起玩传统游戏的过程中体会其中的

趣味,乐于亲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五年级上册

“古代科技,耀我中华”一课,在教学“独具特色的

古代科学”主题时,可以把中医请进课堂,通过现场

切脉问诊、体验中医耳穴压丸等特色活动,展现中

医药文化的神奇和独特魅力;“改变世界的四大发

明”主题则可以创设情境,让学生在课堂上尝试用

橡皮泥模拟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感受中华文明对

世界的贡献,激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
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带着课堂上的问题,到博物

馆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学基地参观,让学生通过

现场观瞻、探究考察、具身体验等途径,发现、理解、
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增强文化自

觉,坚定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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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愿望,行动让情感有形表达,让学生体会音乐创

作带给自己的情感交流愉悦感。 创作灵感有时在行

动或思考的瞬间会突发奇想,它与创造思维有着共

同的特性,就是时而跳跃、时而连贯。 因此,要想启

发学生的行动力,首先应在已有动机的基础上予以

肯定,燃起他们的创作热情,然后可以借助丰富的经

验,运用重复、模进、鱼咬尾等手法,或者一段文字、
一幅画、一首诗、一项活动开启创作灵感之门,使学

生在思维体验中观察与思考,在行为体验中创作与

修改。 例如在创作与妈妈相关主题的歌曲时,学生

一开始会觉得主题太俗,不想进行创作体验。 实际

上,可以通过思考—回忆—诉说—想象—畅想等一

系列活动进行情感激发,使学生深思并萌生想要参

与创作实践的想法,进而完成这首唱给妈妈的歌,提
升了课堂的效率。

3. 情动———体现创作神韵

音乐是一门情感的艺术,情感思维是音乐高阶

思维的重要表现。 古人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因此,在创作过程中,须以情

化曲,依情致曲。 我们常说作品要先感动自己才能

够感动他人,对于音乐创作亦然,而学生的情感激发

往往要借助一定的情境,使直观枯燥的故事,通过情

境铺设,建立情感意识,从而达到感情的升温。 例如

在六年级最后一次创作课中,为了使学生创作出与

毕业相关主题的歌曲,教师铺垫创设了三个场景。
其一,播放一到六年级学生在一起共同学习的照片

和视频,感受幸福的小学时光;其二,找到身边最好

的朋友组建小组并相互交流,聊聊心里话,追忆六年

的美丽瞬间;其三,班主任随着音乐慢慢走进教室,
和蔼可亲地诉说对学生的爱与期盼。 随着情感递

进、音乐促情,很多学生黯然流下了不舍的眼泪……
动情地唱出自己创作的歌曲,用心发现身边的一切

美好,用音乐填充情感世界的空地,感受无限魅力。
三、小结

总之,音乐教学是绚丽多彩的。 高阶思维下小

学音乐创作教学实践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靠我们

一线教师去探究、摸索。 在思维的不断碰撞中,愿每

个学生都能点燃创作的火花,用心中的音乐表达自

己的思想与情感,热爱美好的生活。

　 　 【作者简介】付菲菲,义乌市绣湖小学教育集团。
　 　 【原文出处】《中国音乐教育》(京),2022. 9. 3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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