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本课程注重开放性，鼓励儿童自主探究和创造。教师应该

为儿童提供充足的资源和环境，让他们自由地表达和思考，培

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二、课程目标 

品德与生活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具有良好品德与行为惯、乐

于探究、热爱生活的儿童。具体来说，课程应该达到以下几个

方面的目标： 

一）培养儿童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提高他们的道

德素质和公民意识； 

二）培养儿童的探究精神和创新意识，提高他们的实践能

力和思维能力； 

三）培养儿童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合作意识，提高他们的情

感素质和社会交往能力； 

四）培养儿童的生活技能和健康意识，提高他们的身体素

质和生活质量。 

三、课程内容 

品德与生活课程的内容应该以儿童的生活为主线，涵盖以

下几个方面： 



一）品德教育。通过生活实践和游戏活动，引导儿童形成

正确的品德观念和行为惯，培养他们的自律和责任感。 

二）生活教育。以儿童的生活为主题，让他们了解生活的

本质和规律，培养他们的生活技能和健康意识。 

三）科学教育。通过探究和实验活动，培养儿童的科学思

维和创新意识，让他们了解自然和科技的发展。 

四）艺术教育。通过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活动，培养

儿童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让他们感受艺术的魅力。 

四、教学方法 

品德与生活课程的教学方法应该以活动为主，注重儿童的

参与和体验。具体来说，应该采用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一）情境教学。利用生活情境和游戏活动，让儿童在实践

中研究，体验和感悟生活。 

二）探究式教学。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儿童自主探究和思

考，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三）合作研究。通过小组合作和互动交流，培养儿童的合

作意识和社会交往能力。 

四）情感教育。注重情感沟通和情感体验，培养儿童的情

感素质和人际关系。 

五、教学评价 



品德与生活课程的评价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注重综合评价

和过程评价。具体来说，应该采用以下几种评价方法： 

一）观察记录。教师应该通过观察和记录，了解学生的研

究和生活情况，为评价提供客观依据。 

二）口头评价。教师应该及时对学生的表现进行口头评价，

激发他们的研究兴趣和自信心。 

三）作品评价。通过学生的作品和成果，评价他们的研究

和创造能力。 

四）自我评价。鼓励学生自我评价，提高他们的自我认知

和自我管理能力。 

本课程的目标是面向儿童的整个生活世界。随着儿童生活

及活动的变化和需要，教学目标不断调整。教学内容也从教科

书扩展到儿童生活的各个方面。课堂也从教室扩展到家庭、社

区以及儿童的其他生活空间。教学时间在与学校其他活动或学

科的配合和联结中灵活而弹性地延展。课程评价走向开放、多

元，全面关注儿童丰富多彩的体验和个性化的创意与表现。 

 

本课程的基本理念是引导儿童热爱生活、学会关心、积极

探究。品德与生活教育应当引导儿童在体验自身生活和参与社

会生活的过程中，学会热爱生活、创造生活。在服务自我、他



人和集体的行动中，学会关心、研究做人。在与自然以及周围

环境的互动中，主动探究，发展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珍视童年生活的价值，尊重儿童的权利。童年是一个蕴藏

着巨大发展潜力的生命阶段。童年生活具有不同于成人生活的

需要和特点，它本身蕴藏着丰富的发展内涵与价值。学校生活

是童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并享受愉快、自信、有尊严

的学校生活是每个儿童的权利。 

 

道德存在于儿童的生活中，德育离不开儿童的生活。道德

寓于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儿童品德的形成源于他们对生活的

体验、认识、感悟与行动。良好品德的培养必须在儿童的生活

中进行。 

 

让教与学植根于儿童的生活。儿童的知识是通过其在生活

爱活动中的直接体验、思考、积累而逐步建构起来的。儿童的

发展是其怀着对生活的热爱，通过参与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

与外部环境积极互动而逐步实现的。课程必须植根于儿童的生

活才会对儿童有意义，教学必须与儿童的生活世界相联系才能

真正促进儿童的成长。 



 

本课程的设计思路是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三条主线和

四个方面构成课程的基本框架。三条主线是儿童与自我、儿童

与社会、儿童与自然。四个方面是健康、安全地生活、愉快、

积极地生活、负责任、有爱心地生活、动手动脑、有创意地生

活。三条主线和四个方面交织构成儿童生活的基本层面。健康、

安全地生活是儿童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它旨在使儿童从小知道

珍爱生命，养成良好的生活惯，获得基本的健康意识和生活能

力，初步了解环境与人的生存的关系，为其一生身心健康地发

展打下基础。 

愉快、积极地生活是儿童生活的主调。这有助于儿童获得

对社会和生活的积极体验，初步懂得和谐的集体生活的重要性，

发展主体意识，形成开朗、进取的个性品质，为其形成乐观向

上的生活态度打下基础。 

 

负责任、有爱心地生活是儿童自身的道德需求，同时也是

社会的要求。这有助于儿童形成正确的集体和社会生活态度，

学会关心、学会爱、学会负责任，养成良好的品德和行为惯，

为其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

民打下基础。 



 

动手动脑、有创意地生活是儿童个性发展的内在需要，也

是时代提出的要求。这有助于引导儿童学会研究，发展认识能

力、动手能力和创造性，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聪明才智去探究或

解决问题，让生活更丰富更美好，并在此过程中充分地展现并

提升自己的智慧，享受创造带来的欢乐。 

 

品德与生活课程旨在培养具有良好品德和行为惯、乐于探

究、热爱生活的儿童。本课程引导和帮助学生达到以下四个方

面的目标： 

 

1.情感与态度：XXX 敬长、爱集体、爱家乡、爱祖国；

挚爱生命，热爱自然；自信向上，诚实勇敢，有责任心；喜欢

动手动脑，乐于想象与创造。 

 

2.行为与惯：初步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惯；养成基本的

文明行为惯；乐于参加劳动和有意义的活动；保护环境，爱惜

资源。 

 



3.知识与技能：掌握自身生活必需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具有与同伴友好交往、合作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具有初步的探

究能力；初步了解生活中的自然、社会常识；初步了解有关祖

国的知识。 

 

4.过程与方法：体验提出问题、探究或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的过程；初步体验与社区和社会生活相联系的研究过程；研究

几种简单的调查研究方法并尝试应用。 

 

健康、安全地生活是本课程的重点内容。初步养成良好的

生活、卫生惯，包括按时作息，养成良好的饮食和个人卫生惯，

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爱护家庭和公共环境卫生，知道初步

的保健常识并在生活中运用。同时，也要初步具备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了解天气、季节变化对生活的影响，学会照顾自己，

了解儿童易发疾病的有关知识，积极参加预防疾病的活动，使

用玩具、设备进行活动时，遵守规则，注意安全。 

1.了解常见的交通标志和安全标志，并遵守交通规则，避

免意外伤害。同时，不要到危险的地方玩耍。 

2.了解当地多发的自然灾害的有关知识，并知道在紧急情

况下的逃生或求助方法。 



3.在学校里保持情绪稳定，心情愉快。熟悉学校环境，并

能利用学校中的卫生保健设施。 

4.喜欢和同学、老师交往，高兴地研究，愉快地玩耍。同

时，亲近自然，喜欢在大自然中活动，感受自然的美。 

5.在成人的帮助下能够较快地化解自己的消极情绪。并且

能够看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为此而感到高兴。 

6.在成人的引导下，学会正确地对待自己的研究成绩。并

且能够定出自己可行的目标，并努力去实现。 

7.研究欣赏自己和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并以此激励自己不

断进步。 

8.在研究和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愿意想办法解决。敢于尝

试有一定难度的任务或活动。 

9.做事认真负责，有始有终，不拖拉。同时，爱父母长辈，

体贴家人，主动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关心他人，友爱同

伴，乐于分享与合作。 

10.懂礼貌，守秩序，爱护公物，行为文明。能初步分辨

是非，做了错事勇于承认和改正，诚实不说谎。同时，尊重社

会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爱惜他们的劳动成果。爱护动植物，节

约资源，为保护环境做力所能及的事。 



11.喜欢集体生活，爱护班级荣誉。了解家乡的风景名胜、

主要物产等有关知识，感受家乡的发展变化。热爱革命领袖，

了解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荣事迹。同时，尊敬国旗、国徽，学唱

国歌，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12.喜欢提问和探寻问题的答案。对周围环境充满兴趣，

喜欢接触新鲜事物。能够利用身边的材料自制小玩具、小礼物

或布置环境等来丰富和美化生活。同时，能够积极地出主意、

想办法来扩展游戏或推进活动。研究用观察、比较、调查等方

法进行简单的生活和社会探究活动。能够与同伴交流、分享、

反思探究的过程或成果。能对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与看法。研

究利用图书、电视、网络等多种方式收集需要的资料。 

在成人的帮助下，我们可以总结和提升我们获得的经验和

信息。本课程内容为基本标准，但在开展教学活动和缩写教材

时，可以根据各地区、学校和儿童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第四部分实施建议： 

 

一、教学建议 

 

一)深刻理解本课程的性质、特征和基本理念 



本课程的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是课程的灵魂所在。在教学中

深刻地理解课程的本质，是实施课程的根本，也是保证课程质

量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 

 

二)全面把握课程目标 

 

课程的目标是本课程的宗旨和价值导向。目标的四个方面

是一个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在教学过程中应全面地把握目标，

始终把培养品德良好、乐于探究、热爱生活的儿童作为教学的

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还需注意避免追求表面的学业成果，忽

视儿童的精神成长，忽视深层的志度、观念、思维方式、情绪

情感发展的倾向；偏重道德说教、偏重形式，忽视儿童的真实

体验与良好行为惯形成的倾向；偏重知识灌输或技能训练，忽

视儿童的好奇心与实践能力，特别是创造能力发展的倾向。只

有这样，才能确保课程目标的全面实现。 

 

三)正确认识教师的角色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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