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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家庭、学校、社会生活情境，循序渐进地进行环保

素养方面的教育。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发现，教师密切联

系社会生活和学生生活实际，选用具有时代特征的鲜活

内容，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能增强环保素养教育的生动

性、趣味性、实用性，让道德与法治教育生活化。基于

现实生活的环保教育，能让学生对环保素养形成清晰、

全面、深度的认识，促进学生践行“美好中国”核心理

念，进而实现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修养、健全的人格、

强烈的责任意识、清晰的环保认知和高尚的人文素养的

育人目标。

寓理于情巧建构，助力环保情感再形成

小学思政课要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体验美好的道

德情感。情感需要建立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道德与法

治课堂要立足于生活，着眼于认知和情感的培养，课堂

中坚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抽象的知识生活化、单

一的道理情感化。寓理于情、理情交织、智情互生，使

学习过程历经情感的生成、体验和升华。在道德与法治

课堂教学中，环保素养的教育要根据教材内容倾向、素

养目标导向、学业质量要求采取不同的策略，积极探索

议题式、体验式、项目式学习方法，引导学生在活动参

与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建构形成。

以《道德与法治》教材四年级《低碳生活每一天》

这一课为例，课堂中创设真实的情境，将“地球妈妈发

烧了”这一话题转化为视频影像，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

参 与 体 验 ， 通 过 体 验 引 起 情 感 共 鸣 ， 感 受 全 球 气 候 变

暖、了解气候变暖后对生态环境和人类未来的影响，此

时 学 生 产 生 情 感 上 的 碳 排 放 焦 虑 ， 教 师 再 作 以 适 时 引

导 ， 让 孩 子 们 心 中 的 “ 环 保 ” 小 苗 破 土 而 出 、 茁 壮 成

长。同时再“添把火、助个力”，鼓励学生发挥主体作

用，课前自主搜集相关资料，课堂内化汇报交流，课后

进行“家庭一日碳排放统计表”相关实践作业。通过课

前、课中、课后的情感投入，孩子们的“环保”认知进

一步内化，情感进一步同频，逐步懂得只有从自身做起

减少碳排放，参与环保活动，才能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地

球家园更加美好，逐渐形成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生

态文明良好循环，作为社会主义小公民所肩负的全面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的伟大使命。

情感是一节道德与法治课的内涵，学生是否在学习

活动中产生情感共鸣是外化于行的基础。培养学生的环保

素养，必须让课堂有“情感饱和度”，激发学生对环保的

认同感、自觉性，感受到环境保护与自己息息相关，将个

人的环保意识形成并融入到美好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深度学习再聚焦，强化环保意识塑型

从 一 般 意 义 上 分 析 ， 情 感 是 感 性 的 ， 意 志 是 理 性

的 ， 将 道 德 情 感 转 化 为 道 德 意 识 是 需 要 一 个 有 效 途 径

的。深度学习正是一个历经思考、分析、判断、建构的

基于现实生活的环保教育，能让学生对环保素养形成清晰、全面、深度的认识，促进学生践行“美好中国”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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