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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

治理念。”校园是育人铸魂的摇篮和沃土，创建平安和谐校

园是新时代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也是落实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必然要求。

近几年来，部分学生思想道德滑坡，思想观念和价值取

向明显发生偏离，甚至出现违法犯罪现象，全国两会重要话

题前瞻中的第五个话题便是校园欺凌。这些问题滋生的重要

原因在于家长法律、法治意识淡薄，学校依法治校的力度不

够，部分学生道德感缺失、法治知识贫乏。创建平安和谐校

园，需要从根本上入手，加强小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是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客

观要求，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基础工程。小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怎样与学校课程有机融

合？如何开发校本教材，拓宽教育途径？如何研究出县域小

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系统的、科学的、可行性高的操作方法

和操作模式？在法治社会的今天，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索。

一、以课堂为阵地，筑牢道德与法治知识体系

知是行的基础，教师需要抓住学生性格和行为习惯塑造

的关键期，以课堂为阵地，对学生进行熏陶教育，使其道德

意识不断加强，道德意志更加坚韧，道德行为持久稳定。通

过学习基本法律知识，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按照法律规范、

指导自己的言行，成为具备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精神，遵

守社会规则的合格小公民。

（1）开设道德讲堂，进行道德渗透。文明需要道德，

社会呼唤道德，平安校园同样离不开道德，学校可以通过开

设道德讲堂，对学生进行道德渗透。道德讲堂可以分若干环

节进行，如唱歌曲、问自己、诵经典、学模范、学礼仪、谈

感悟、发善心、送吉祥。通过宣传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到

的“平民英雄”和“凡人善举”，讲述有关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道德故事，让学生沐浴道德阳

光，感悟道德力量，积小善为大善，积小德为大德，使其在

校做个好学生，在家做个好孩子，在社会上做个好公民。

（2）举办法治讲座，增强法治观念。要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其抵制不良诱惑的能

力，还要增强其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让法治教育成为学生

的必修课。学校可以因地制宜地举办以“法治教育进校园”

为主题的讲座活动，邀请学校教师或司法机构的专业人员讲

述真实的法治案例、普及法律基础知识，采用以案讲法、以

案学法等方式，让学生初步了解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

受监护权、休息权、隐私权、受教育权等未成年人享有的基

本权利，增强学生的法治观念，帮助其树立法律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使其做知法、守法、用法的小公民。

（3）编写特色教材，挖掘教育资源。近两年来，法治

教育已被正式纳入国家小学课程体系，学校在打造道德与法

治课堂教学阵地的同时，可以组织骨干教师正确解读小学《道

德与法治》中法治意识培育的要素，结合本校实际状况，收

集相关素材，创造性地编写道德与法治校本教材，并将其纳

入学校课程，以队会、班会的形式为学生授课。例如，针对

低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其上学、放

学时应遵守的一些规则融入朗朗上口的儿歌，渗透规则意识

教育。同时可以开发配套的微课，运用微课展示一些有趣的

图片、音效、视频等内容，弥补教材资源的单一性，激发小

学生对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学习兴趣。通过这样挖掘身边的隐

性教育资源，为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铺路。

二、以活动为载体，提升道德与法治行为素养

无论是道德教育还是法治教育，绝不能坐而论道，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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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人的方式开展，而应从学生的立场出发，用符合学生的

认知特点的方式，循循善诱。学校应立足本土传统文化，挖

掘本土德育元素，以活动为载体，在校园内营造道德与法治

教育的良好氛围，增强学生的道德与法治意识和责任，关注

学生的内心体验与亲身实践，提高学生的幸福指数。

（1）丰富校园文化，积极营造书香校园。建设和谐的

校园文化，有利于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素养，培养

其健全的人格。学校要坚持以文化影响人、以文化教育人、

以文化管理人的理念，努力创设和谐温馨的校园文化，让办

公室成为教师心灵的家园，走廊成为无声的教育殿堂，年级

文化展板成为学生展示才艺的舞台，宿舍、食堂成为德育阵

地，班级成为发展学生个性的绿洲。学校每学期分年级开展

道德与法治知识抢答、国学经典朗诵、“学宪法 讲宪法”

演讲等多种形式的比赛，每学期举行“十佳美德少年”“我

是小法官”等评选活动。在书香校园中激励学生崇尚道德、

敬畏法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

义接班人。

（2）借助传统节日，精心构筑成长家园。传统节日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性、节律性、

传承性、全民性等特点，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

文明价值，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髓。借助传

统节日，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以使道德与法治教育从“理

论形态”向“生活形态”回归。例如，在万家团圆的新春佳

节，组织“写对联，送温暖”等公益帮扶活动，让学生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学雷锋月时，带领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前往

当地敬老院开展“学雷锋，知感恩，争当美德少年”等爱心

活动，传递快乐和真情；清明节期间，开展烈士陵园祭扫和

网上祭英烈等活动，号召学生向英烈学习；端午节时，举办

感恩绘画比赛、“感恩成就梦想，励志照亮人生”手抄报比

赛，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国庆节时，

举办以“法治中国，我是行动者”为主题的演讲比赛，提高

学生的法治意识。

（3）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努力搭建活动乐园。要想实

现道德与法治教育知行合一的目标，必须开展系列主题实践

活动，才能将道德与法治知识内化为学生的行为素质。例如，

学校举行“向国旗敬礼，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网上签名活动，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开展未成年人文明出行“两不乱”主

题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举办防溺水宣誓仪式暨

签名活动、“禁毒之声 唱响校园”禁毒宣传主题活动，开

启生命教育之门；开展中国梦主题教育、“希望工程一元捐”

暨“爱心助学”等活动，对其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让学生明

白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开展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

动，既培育学生的法治意识，又使学生的认知和行为走向道

德自觉；开展保护湿地公园课外实践系列活动，将湿地知识

根植于学生内心，增强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激发他们热爱

家乡、热爱大自然的情感。通过参与丰富多彩的主题实践活

动，学生在学习中认知，在实践中体会，在比较中完善，在

积淀中成长，从而把道德与法治知识内化为内在素质。

三、以社会为依托，形成道德与法治教育合力

学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只有把学生放在社会这个大家

庭中，其才能茁壮成长。县域学校处于城乡接合部，在经济

蓬勃发展的今天，群众的社会意识形态、人口素质的发展却

相对滞后，尤其是在小学生道德和法治教育方面没有落实到

位，甚至是缺失的，严重影响了校园和社会的安定。随着大

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的数量也逐年递增，

更是滋生了很多教育问题。

学校要充分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探究构建小学生道德与

法治教育学校、家庭与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机制，通过

多方合作，形成教育合力，为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部门联动，优化育人环境。一是学校联合城管局、

交警队、社区政府等相关部门，彻底清除校园周边不良文化

“根据地”，如游戏机房、网吧、歌舞厅等，还学生一方健

康成长的净土。二是积极开展家庭教育学习研讨活动，联合

社区开展“大手牵小手”的服务活动，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引

路。三是学校成立“家长志愿者”组织，举办“家长学校”，

实现家校携手、家校共管，团结一切力量，帮助学生健康成

长。通过多个部门联动，从而达到优化育人环境的目的。

（2）走进基地，敲响教育警钟。书本上的道德与法治

知识总是抽象的，要让学生直观具体地感受与学习，只有走

进真实的法治教育基地。社区可以联合有关部门组建法治教

育基地，带领学生走进基地，通过参观法治教育主题长廊，

直观了解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和被侵害的情况，增进学生对

法律知识与自护常识的认识。通过参观访问讯问教室、远程

提讯室，观看逼真的现场，听讲鲜活的案例，学生引起共鸣，

身心受到震撼。在互动体验区、情绪疏导室中，学生参与体

验、感同身受，这可以助力小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3）特别关注，浸润教育温情。随着留守儿童的数量

逐年递增，这一特殊群体的成长环境和发展困境引起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也成了一个非常现实且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

题，留守儿童也是学校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为了促进学生

的心理健康发展，学校可以联合工会、妇联等社会机构开展

“感恩之春”等慰问活动，为留守儿童送去温暖和祝福。同

时还可以成立“心理咨询室”，配备心理咨询的必要器材，

并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由持有心理咨询师证的教师负责

学生心理咨询工作，对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及时进行心理干

预和救治，并为其建立详细的成长档案，做好后期的跟踪

服务。

四、结语

总之，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做

到道德与法治教育两者并举，撑起平安校园这把保护伞，才

能从容地面对校内外任何复杂多变的情况。维护校园及周边

的和谐与稳定，从而让每一个稚嫩的生命花朵在校园这片沃

土里绽放出绚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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