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9), 4872-4878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9664  

文章引用: 李敏, 李红玲, 徐迎港. 小学思政教材中法治教育内容优化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9): 4872-4878.  
DOI: 10.12677/ass.2023.129664 

 
 

小学思政教材中法治教育内容优化研究 

李  敏*，李红玲#，徐迎港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淄博 
 
收稿日期：2023年7月2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24日；发布日期：2023年8月31日 

 
 

 
摘  要 

小学《道德与法治》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作为一门重要的教育学科，不同年级的法治教育内容遵

循“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编排特点。核心内容是规则教育和常识教育，中、低年级通过身边和生活

中的法律事件和现象去进行法治启蒙教育，高年级以直接呈现为主，通过法律条文去感受法律的内涵。

但教材内容衔接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内容融合度不高、断裂与碎片化和内容表达不准确等。本文针

对以上问题从提高内容整合度、融入生活元素和赋予法治内容地域特性角度出发，去提升法治教育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促进课程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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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primary school is a compulsory subject at the compulsory ed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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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stage, and a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discipline, the content of rule of law education at dif-
ferent grades foll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gradual and spiraling” arrangement. The core con-
tent is rule education and common sense education,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grades are taught 
the rule of law through the legal events and phenomena around them and in their lives, while the 
upper grades are presented directly with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law being felt through the legal 
provision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nection of the cont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such as poor integration of content, fragmentation and inaccurate expression of content.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above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the degree of content 
integration, incorporating elements of life and giving the rule of law content regional characteris-
tics to enhance the relev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rule of law educ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full 
play of the curriculum’s function of educat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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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的召开到《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
的发布，法治作为治国之利器，一直受到高度关注。青少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从一

定意义上来说，对其进行法治教育，实现其法治意识的提高、法治信仰的树立，决定了法治中国建设的

实现进度。当前。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思政课

的每次改革创新都是通过落实到内容上来体现的，因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基础是课程内容的

一体化[1]。法治教育内容是法治教育实施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达成教育目标的重要条件。如何优化法治

教育内容，实现法治素养从“外我态”向“为我态”的转化，应该是当前法治教育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 

2. 小学法治教育内容体系化分析 

2016 年 6 月《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的发布，明确了要以宪法教育为核心，全面推进法治教育，将

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2]。同年，教育部明确提出将小学和初中的《品德与生活》和《思想品

德》教材更名为《道德与法治》，并且在小学和初中专门编写了一本法治教育专册，教材名称的更改和法

治内容的增加都传递出国家重视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信号。通过对小学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教材中法

治教育内容的分析和梳理，将小学法治教育内容整合为模块进行研究，以利于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的发展。 

2.1. 规则教育 

规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必须遵守的科学的、合理的、合法的行为规范和准则[3]。“规

则教育不仅是法治教育的起点，也是道德教育的起点，更是儿童社会性培育的起点。”[4]而规则教育是

指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加有关规则方面影响的过程。规则教育作为法治教育一体化的起点，在基础教育

阶段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小学阶段《道德与法治》12 册教材中，粗略估计有 53 小节的内容包含规则教

育，占总内容的 34%。小学阶段的规则教育内容主要包括生命安全教育、集体生活教育、环境保护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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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生命安全教育主要运用图文结合、形象生动的插图绘本，列举多种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便于避免小

学生因识字量不足而难以理解的情况。例如，三年级上册第 8 小节，“平安出行”板块中的图片真实展

现了现实中可能出现的违法交通行为，进而便于老师从反面去教育学生遵守交通规则。 
集体生活教育主要侧重于班集体规则、校园规则以及公共生活规则等，呈现方式主要有“主人公”

形式和建议表形式。例如，二年级上册第 7 小节中，在课程导入之时，老师提出问题“今天轮到我值日

了，要做哪些事呢？”使学生带入“主人公”情境中，在潜移默化的认识中意识到规则的重要性。再比

如，四年级上册第 2 小节“我们的班规我们订”中，对于班规的制定、执行和改进，每个板块后都添加

了建议表，让学生运用发散性思维去建言献策，从而调动其积极主动性。 
环境保护教育主要包含保护植物、动物、自然以及地球等。小学低年级阶段侧重于去感受自然、接

触自然，例如一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我和大自然”，教科书以“风儿在哪里”为切入点，引导学生通过

观察生活，感受风的存在，从风给人类带来的益处和危害两个方面引导学生更全面地感受风、了解风，

同时学会保护自己。而小学高年级阶段更侧重于培养保护环境的规则意识，例如六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爱

护地球，共同责任”。“树立环保意识”是本模块教育的主旋律，通过亲近大自然，从而使学生去关心

动植物，去珍视大自然所馈赠的一切。 

2.2. 法治常识教育 

所谓法治常识是指特定年龄阶段公民法治生活所必须具备的“法知识”与“法方法”[5]。小学阶段

是人生成长重要的黄金期，是多元思维形成的关键期，是人生观、世界观逐步确立的阶段，这一阶段的

法治教育效果对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将起到基础性作用。在小学阶段法治教育内容中，常识性教育主要

包括公民意识教育、国家意识教育以及国际组织和公约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内容在法治教育一体化中

属于夯实基础的部分，对下一阶段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公民意识教育具体包括公民的含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并树立依法履行权利和自觉履行义务

的观念。同时在五年级下册内容中，专门设置了“公共生活靠大家”这一单元，内容讲到了“我们的公

共生活”、“建立良好的秩序”以及“我参与我贡献”，建立起对于合同、法律、规则等概念的初步认

知等，能够将理论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目标是树立公民意识，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 
国家意识教育内容主要分布于五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和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通

过了解“身边的国家机构”，帮助学生对我国主要国家机构有初步认识，理解国家机构与国家性质、国

家职能之间的关系，进而使学生初步形成法治意识，养成基本公民观，培养学生强烈的爱国意识与国家

认同观念。 
国际组织和公约教育内容在六年级下册第四单元中集中体现。主要从国际组织的内涵和职能来延伸

教学，其中举例了联合国以及国际世贸组织，从而加深学生了解世界各民族以及组织对人类发展做出的

贡献，学会尊重文化多样性，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中国也一直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必然选择。让小学生从浅入深的了解到，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

类文明进步的一边。 

3. 小学法治教育内容优化的意义 

青少年的法治意识养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演

变过程。小学阶段是整个教育阶段的开端，对小学生进行法治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优化小学法治

教育内容，是契合学生认知、激发学生兴趣、提高法治教育有效性的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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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契合学生认知 

小学生年龄尚小，对于身边事物的认知还不能准确有效的判断，不能够正确辨别事物的是非对错，

容易情绪化，这导致小学生在生活中很容易与同学引起纠纷和矛盾，学生之间的感情就不会很深厚。但

是，在小学教学中重视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必须通过引入生活案例来优化法治教育内容，这会更加

符合小学生的认知需求，让学生自己分析思考来正确辨别一些行为在道德法治方面的好坏。 

3.2.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以往的小学学科教学中，在学生和家长的心目中大多只重视语文、数学等学科的学习，对于道德

与法治课程的关注度不高，学生在道德与法治的学习中缺乏参与兴趣。通过对法治教育内容进行优化，

将法治教育与生活实际部分有效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对知识有更多了解的同时，结合生活中的相关法治

教育案例，可以更好的将道德与法治知识进行融合记忆。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更好地感受法治内容的

真实存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3. 提升法治教育有效性 

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学校思政课。思政课中的法治教育的有效性，直接关乎青少年法治素养

的生成与发展[6]。为提高学生法治教育的实效性，应整体设计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内容，系统构建，逐

步优化。要从小学生认知阶段的特点出发，促进法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以提高学生的法治学习能力，

提升法治教育效果。 

4. 小学法治教育内容建设的问题审视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及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进，法治教育一体化越来越受关注。作

为法治教育一体化的起始阶段，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科书主要遵循以德育为主、法治教育为辅的教育

理念。因小学生对于枯燥的法律条文接受较困难，所以小学法治教育内容要素要由学生的生活背景决定

的，遵循的基本逻辑是以学生不断扩大的生活交往范围为基础，其顺序是自我、家庭、学校、国家和世

界五大领域，由小到大的设置教材内容。 

4.1. 课程资源未得到充分整合 

小学法治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身边和生活中的法律事件和现象的感知，形成规则意识和法治

意识。初中法治教育以培养核心素养为主旨，让学生具备进行正确价值判断、道德选择和践行的能力，

以及运用法律维权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等能力。小学阶段为初中思想政治课做好了“前摄”准备。在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科书中，关于法治教育的内容分布广泛，出现在各个年级，主要包括道德、心理、法

律和国情四方面的知识领域。虽然内容广泛，但作为最重要的文本课程资源，其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开

发和整合。由于部分思政课教师缺乏专业法律素养，导致课程资源整合的意识薄弱，资源结构单一。在

小学课本的“活动园”“相关链接”等板块中，图片、故事、活动建议等信息被简单化处理或忽略，缺

乏对这些拓展资源的深入分析和挖掘。 
了解教材体系，厘清教材各单元、各小节的设计意图，在全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下对教材中的

法治教育内容进行深入解读和分析，是综合开展法治教育的前提。然而，许多思政教师缺乏整体优化意识，

难以找到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共同点，无法优化法治教育资源，导致教学内容碎片化、衔接不足等。 

4.2. 重理论讲授轻意识培养 

新课程改革指导下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标准明确指出，道德与法治教育要注重对学生良好道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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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培养，要引导学生成为具有良好行为习惯和个人道德品质，具有爱心以及良好社会适应能力的优秀

公民，并且要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归属感，以及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精神品质[7]。除去

基本的规则教育和法治常识教育，道德与法治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认同教育素材和内容，比如五年

级下册第三单元“百年追梦、复兴中华”。通过回忆近代中华民族不甘屈辱、奋勇抗争到推翻帝制、民

族觉醒，再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和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历史大事，培养学生的

爱国情怀。从改革开放到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

逐渐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让学生能够为自己是一位中国公民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但理论教育并不意味着排斥其教学方法，特别是法治教育要与学生逐步扩展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保持

广泛联系，以提高法治教育的质量和效果。目前，小学思政课教学中明显带有宣讲说教特征，教学方式

停留在“以理服人”的层面，忽视了法治方式的实践应用以及法治思维的培养过程，且没有充分考虑小

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 

4.3. 内容表达多用禁止性提示语言 

当查阅小学课本中的规则内容时，发现大多数的规则是对学生负面行为的禁止，否定学生的不当行

为，缺乏积极的语言引导。例如，“不打闹”、“不认真做操”等等，像“不能”、“禁止”、“不允

许”等禁令性词汇常常出现在规则中。这种底线教育，明确告诉了学生哪些是不能做的，为学生设置清

晰的界限、规则和行为标准。但同时，低年级学生对这种负面消息的接受度较低，有可能会出现“消极

偏好”现象。“消极偏好”是指相对于积极的信息，人们会更多地注意消极信息，并且会更多地受到消

极信息的影响。例如，在休息时间，当学生在教室里跑来跑去时，老师在教室前面喊：“不准跑来跑去，

不准在教室里玩耍！”这是很常见的，但很少直接告诉学生该怎么做。通常情况下，教师可能会加入一

个负面的、不屑一顾的短语，但这个短语最终会给负面消息之后的内容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然后学生在

负面消息之后加深记忆，缺乏积极的引导作用得到这个内容，下次还可能会犯错。 
当然，班规中也有积极的规则，但它们相对来说比较抽象，学生很难真正理解。例如，“遵守社会

功德、法律法规，才能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构建有序和谐的公共生活”的要求，这些话语都过度宏观、

过度抽象，缺乏具体的行为要求，对于小学生来说理解有一定的难度。 

5. 小学法治教育内容优化的实践路径 

法治教育是一个持续、长期的建设过程，尤其需要系统、全面的知识内容来支撑。大中小学不同学

段学生的认知与心理特点不同，纵观法治教育的过程：小学阶段法治教育重在启蒙，初中重在体验，高

中则更注重常识性知识的学习，大学重在实践与深化。根据其不同的目标要求，去优化法治教育内容衔

接与融合，以实现法治教育内容的一体化建设。小学阶段，加强思政课与法治教育的融合，可以更好的

提高小学生的法治素养，提升学生的品德素质，为国家的发展培养高素质、有知识的人才。法律与道德

的融合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法治教育的内容也要不断提高其整合度，以更好的满足学生的需求。 

5.1. 提高道德与法治内容整合度 

法治意识培育与培育公民品德是相辅相成的，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因其遵循“德育为主、法

治教育为辅”的理念，道德教育的内容占大头，那么就要将法治教育内容融入道德教育内容之中，提高

两者的整合度。首先，教师在研读教材内容时，要找准道德和法治融合的切入点，并有所侧重。既要考

虑道德教育的落脚点，让学生的认知和行为遵循道德的要求，又要把握好法治教育的教学目标，让学生

看到法治教育的底线要求，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8]。在课堂之外，积极营造法治浓厚的校园环境，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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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遵守校规校纪，易于学生对法治内容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5.2. 关注现实生活，由“生活”走向“法治” 

德育课程注重引导学生的生活，确立了“回归生活”的课程理念。根据这一理念，教师应着眼于学

生的身心特点和认知发展，从学生的现实生活出发，解决法律困惑，培养法治意识，发展法治能力。首

先，他们可以很好地利用儿童歌曲和动画片来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的内容相对枯

燥，简单的讲解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可以将学生熟悉的儿歌、动画片融入教材内容，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有效地学习法治知识，提高法治教学的效果。其次，教师可以利用现实生活中

的例子来开展法治教育活动。例如，在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我们是公民”中，由于本课与学生的现实

生活密切相关，教师可以通过分享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引导学生学会在生活中积极运用法律知识来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利用课堂上的生成性资源，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

促进学生对法律的理解，从而强化法治观念。最后，还可以在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日、全国消防日等与

法治教育相关的日期举办法治漫画比赛、手抄报比赛，鼓励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加深对法治的认识，了解

法律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如果法治教育与学生的现实生活脱节，学习的内容就会显得与他们

无关，那么就很难形成法治意识。 

5.3. 赋予法治内容地域特性 

统编版的《道德与法治》教材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但由于受地域特点、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加

之小学生认知水平受限，在理解部分内容时可能出现误读、不理解等问题。对于此，教师应适度调整教

材内容，确保是学生所熟悉且更有利于他们接受的内容。例如，在四年级下册第 10 课“我们当地的风俗”

这一节中，对于教材中“尊老敬老风俗介绍会”的内容，由于地区和文化差异，一些同学难以理解教材

中的例子，无法切身感受美德风俗，也难以掌握“尊老”的具体含义。此时，教师可以依据当地的风俗

进行讲解，通过让学生自行分享它认为的“尊老风俗”来加深此节课的理解。并从中了解“尊老爱幼”

的法治内涵与具体举措，促进道德与法治课程中知识、技能、情感三维教学目标的实现。 

6. 结语 

小学法治教育内容优化要充分发挥教材编写者和教师、课上和课下等多种资源的优势，实时地对教

材内容进行适度的调整。从综合角度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帮助学生提高法治意识，进而培养法治思维，为学生成长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合格公民奠定良好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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