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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同伴与交往 1 我们的好朋友
授课内容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人数

授课地点 授课时间

教学内容分析

1. 本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为小学道德与法治四年级下册统编版（部编版）（2024）第

一单元 同伴与交往 1 “我们的好朋友”，重点引导学生理解友谊的重要性，学会与他人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2. 教学内容与学生已有知识的联系：本节课与学生在生活中已有的同伴交往经验相关

，通过教材中的案例和故事，让学生认识到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学会尊重、理解和

关爱他人。教材中提到的交友原则、友谊的特质等，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紧密相连，有

助于他们更好地掌握与人交往的技巧。

核心素养目标分析

本节课的核心素养目标旨在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通过学习“我们

的好朋友”，学生将能够理解友谊的价值，学会在同伴交往中展现尊重、同理心和合作

精神。具体目标包括：提升学生的人际感知力，使其能够识别和表达自己的情感，理

解他人的感受；增强学生的沟通技巧，包括倾听、表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

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学会在集体中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些素养的培养有助于学

生形成积极的社会态度和良好的社会行为。

学习者分析

1. 学生已经掌握了与同伴交往的基本知识，包括基本的礼貌用语、合作的概念以及在

简单情境中解决冲突的方法。

2. 学习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

- 学生对同伴之间的互动和故事通常表现出较高的兴趣，喜欢通过故事和游戏来学习和

体验。

- 学生在理解抽象概念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但他们通常具有较强的模仿能力和情

境理解能力。

- 学生偏好直观、互动的学习方式，如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这些方式有助于他们更

好地理解和吸收知识。

3. 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 在理解友谊的复杂性和深度方面可能存在困难，比如如何处理朋友之间的误解和矛盾

。

- 在实际操作中，学生可能会遇到将理论应用到具体情境中的挑战，例如如何在实际生

活中运用所学的沟通技巧和解决冲突的方法。

- 学生可能在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理解他人情感方面存在障碍，需要通过具体的活动和指

导来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教学资源准备



1. 教材：提前发放小学道德与法治四年级下册统编版教材，确保每位学生能够阅读并

跟随课程进度学习。

2. 辅助材料：收集与友谊主题相关的图片、故事视频、动画等多媒体资源，用于课堂

展示和讨论。

3. 实验器材：本节课不涉及实验，无需准备实验器材。

4. 教室布置：将教室划分为小组讨论区，以便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和角色扮演活动。

教学过程设计

1. 导入环节（用时 5 分钟）

- 创设情境：播放一段关于友谊的短视频，让学生观察视频中的孩子们是如何相处的。

- 提出问题：观看完视频后，教师提问：“你们觉得什么是好朋友？好朋友之间应该怎

么做？”
- 学生讨论：邀请几名学生分享他们的看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

2. 讲授新课（用时 15 分钟）

- 教学目标介绍：明确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即理解友谊的重要性，学会与他人建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

- 教学内容讲解：教师通过教材中的案例和故事，讲解交友原则、友谊的特质等知识点

。

- 情境模拟：教师邀请几名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模拟朋友之间的互动，让学生在实践中

理解友谊的概念。

3. 巩固练习（用时 10 分钟）

- 小组讨论：将学生分成小组，讨论以下问题：“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好朋友？”
- 分享心得：每个小组选派一名代表分享讨论成果，教师给予点评和指导。

- 实践练习：教师给出一个具体情境，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讨论如何解决情境中的问

题。

4. 课堂提问与师生互动（用时 10 分钟）

- 提问环节：教师提问：“你们认为好朋友之间应该如何处理误会和冲突？”
- 师生互动：学生回答问题，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点评和引导，确保学生理解友谊

的内涵。

- 情景模拟：教师再次邀请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模拟解决朋友之间的误会和冲突，教师

现场指导。

5. 总结与反思（用时 5 分钟）

- 教师总结：教师总结本节课的重点内容，强调友谊的重要性和与人交往的技巧。

- 学生反思：学生反思自己在课堂上的学习体验，思考如何将所学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6. 作业布置（用时不超过 45 分钟）

-



 布置作业：教师布置一份关于友谊的日记，让学生记录自己与好朋友之间的互动和感

受。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根据学生的反馈调整教学节奏和

难度，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通过情境模拟、小组讨论等多种互动

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同时，教师要在

课堂上及时解决学生的疑问，帮助他们理解和掌握新知识，从而达到提升核心素养的

目的。

教学资源拓展

拓展资源：

1. 《友谊的小船》：介绍友谊的比喻，即“友谊的小船”，帮助学生理解友谊需要精心

维护，避免翻船。

2. 《人际交往中的黄金法则》：讲解在人际交往中应遵循的黄金法则，即“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引导学生尊重他人。

3. 《冲突解决策略》：介绍几种常见的冲突解决策略，如妥协、合作、退让等，帮助

学生学会在冲突中寻找解决方案。

4. 《友谊故事集》：收集一系列关于友谊的故事，包括古今中外的友谊佳话，让学生

在阅读中感悟友谊的力量。

5. 《情绪管理技巧》：介绍如何识别和表达自己的情绪，以及如何理解和应对他人的

情绪，提升人际沟通能力。

拓展建议：

1. 鼓励学生在课后阅读《友谊的小船》等相关文章，深入了解友谊的内涵和重要性，

并将自己的感悟写成日记或心得体会。

2. 让学生尝试运用人际交往中的黄金法则，记录下在日常生活中尊重他人的具体实例

，培养良好的交往习惯。

3. 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分享自己遇到冲突时使用的解决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带来

的效果，从而提高冲突解决能力。

4. 定期举办友谊故事分享会，让学生在讲述和倾听故事的过程中，感受友谊的美好，

学会珍惜和培养友谊。

5. 开展情绪管理主题活动，如情绪卡片制作、情绪日记写作等，帮助学生识别和表达

自己的情绪，提高情绪管理能力。

6. 建议学生在家庭、学校等不同场合尝试运用所学的人际沟通技巧，如倾听、表达、

同理心等，观察和实践这些技巧的实际效果。

7. 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通过与人交往的实践，锻

炼人际沟通能力，提升友谊的质量。

8. 定期进行人际沟通技巧的评估和反馈，让学生了解自己的进步和不足，有针对性地

调整学习策略。

教学评价与反馈

1. 课堂表现：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包括发言、提问和互动等，评价学生对于

友谊的理解和认识，以及他们在情境模拟中的表现。记录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表现，

如主动参与讨论、提出有见地的问题、能够理解和运用所学知识等。



2. 小组讨论成果展示：评估学生在小组讨论中的表现，包括合作程度、观点的多样性

和深度、以及能否有效地整合和表达小组的讨论成果。每个小组需要在课堂结束时进

行成果展示，教师根据展示内容给出评价，如“小组讨论内容丰富，观点明确，表达清

晰”。
3.



 随堂测试：在课程结束时进行随堂测试，测试内容涵盖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如友谊的

特质、交友原则等。测试形式可以是选择题、简答题或案例分析题，用以检验学生对

新知识的掌握程度。

4. 作业评价：布置一份关于友谊的日记作为课后作业，学生在作业中记录自己与好朋

友之间的互动和感受。教师对作业进行批改，评价学生能否将课堂所学应用到实际生

活中，以及他们对于友谊的理解深度。

5. 教师评价与反馈：

- 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教师提供个性化反馈，如“你在讨论中表现出很好的同理心，

能够理解他人的感受，这是建立友谊的重要基础”。
- 针对小组讨论成果展示，教师给出具体建议，如“你们小组的讨论很有深度，但在表

达时可以更加简洁明了，这样能更好地传达你们的思想”。
- 针对随堂测试，教师提供正确答案和解析，帮助学生理解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如“你
在处理这个案例时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这是我们在交友中需要注意的”。
- 针对作业，教师给出鼓励性评价，如“你的日记写得很真实，能够感受到你对朋友的

关心和珍惜，希望你能在生活中继续这样做”。
- 教师还应该提供总体反馈，总结学生在本节课的整体表现，指出优点和需要改进的地

方，以及下一节课的学习目标和期望。

反思改进措施

（一）教学特色创新

1. 在本节课中，我尝试了情境模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模拟的情境中体验友谊的重

要性，这种方法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2. 我引入了多元化的教学资源，如故事、视频等，这些资源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也

使得学生在多种形式的教学中更容易理解和吸收知识。

（二）存在主要问题

1. 教学管理方面，我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引导不够细致，有些学生在讨论环节表现出偏

离主题的情况，需要加强对讨论方向的把控。

2. 教学组织方面，小组讨论的时间分配不够合理，导致部分小组未能充分讨论，影响

了讨论效果。

3. 教学评价方面，我对学生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知识掌握上，而忽略了他们在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方面的成长。

（三）改进措施

1. 在教学管理上，我将在课前明确讨论主题和方向，并在讨论过程中适时介入，引导

学生回归主题，确保讨论的有效性。

2. 在教学组织上，我将更加合理地分配小组讨论时间，并根据学生的讨论情况灵活调

整，保证每个小组都有足够的讨论时间。

3. 在教学评价上，我将更加注重全面评价学生的发展，包括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和实际行为，而不仅仅是知识掌握程度。我会引入更多形成性评价，如观察学生在日

常交往中的表现，以此作为评价的依据。

4. 为了提高学生对友谊的理解，我计划在下一节课中增加一个“友谊故事分享”环节，

让学生分享自己的友谊故事，通过同伴教育的方式加深对友谊的认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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