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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承担着“立德树人”的光荣使命，在数字技术赋能德育的浪潮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

目标，运用数字技术设备创设高度逼真的虚拟教学情境进行道德教育。在设备模拟的虚拟情境中，学生

不仅能够身临其境的学习而且面对事件中的道德冲突，可以启动道德思维，将道德认知进一步转化为道

德实践。文章分析发现，杜威的“做中学”理论，建构主义理论，情境认知理论，可以为虚拟情境教学

提供理论支撑，信息技术和虚拟技术的发展可以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因此小学道德与法治课进行虚拟

情境教学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依托皮亚杰认知阶段发展理论和道德阶段发展理论，得出此教学方式适合

小学阶段的道德教育，具有较高的适切性。因此，希望进一步讨论其实践逻辑和现实价值以推广虚拟情

境教学方式在小学道德教育课堂中的使用，改善传统的以“讲授法”为主的教学方式，生动德育内容，

丰富德育场域，培养学生的自我修养能力，最终提高德育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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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primary schools has the glorious mission of “estab-
lishing morality and educating people”, in the wave of moral education enabled by digital tech-
nology, teachers can use digital technology equipment to create highly realistic virtual teaching 
situations for mor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teaching objectives. In the virtual situation si-
mulated by the equipment, students can not only learn and face the moral conflict in the event, but 
also initiate moral thinking and further transform moral cognition into moral practice. The paper 
finds that Dewey’s “learning by doing” theory, constructivism theory and situational cognition 
theory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virtual situation teach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
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virtual technology can provide relevant technical support. Therefore, it 
is highly feasible for primary school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course to conduct virtual situation 
teaching. Based on Piaget’s theory of cognitive stage development and moral stage developmen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is teaching method is suitable for primary school stage moral education and 
has high relevance. Therefore, it is hoped to further discuss its prac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valu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use of virtual situation teaching method in primary school moral educa-
tion classroom, improv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teaching method”, vivid moral 
education content, enrich the field of moral education, cultivate students’ self-cultivation ability, 
and final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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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数字化德育蓬勃发展，虚拟情境教学成为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新兴的教学方式。但是，这种

教学方式的可行性和适切性以及其实践逻辑仍需得到分析。本研究主要从理论逻辑层面和实践逻辑层面

对小学品德课中使用虚拟情境教学方式进行分析，同时探讨使用此种教学方式的现实价值，目的是推广

此种教学方式的使用，助力道德教育，培养学生自我修养能力，切实提高德育实效性。 

2. 虚拟情境教学方式和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的理论契合 

从理论层面来说，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中进行虚拟情境教学之所以拥有比较高的可行性和适切性离

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与融合。 

2.1. 教学方法可行性的理论支撑 

首先是杜威的“做中学”思想对于此种教学方式的启发，杜威批判将道德知识强加给儿童，比如强

制灌输道德格言和准则，这严重阻碍了儿童的身心发展，杜威提倡教育者建构合适的道德情境，学生能

够在与道德情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触发道德判断和思考，进而做出道德实践，培养儿童的道德品

质[1]。虚拟现实技术为学生的“做”提供了数字化德育的环境，教育者可以根据道德教育的目标和教学

需要创设合理的情境，鼓励学生在虚拟情境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亲自操作，根据自身道德认知做出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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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和道德选择，以此来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平。 
其次是建构主义理论与虚拟情境教学的不谋而合。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进入教室

的，不同的成长经历，学习背景，知识储备等等使每个学生对于同一个道德情境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和想

法。学生并不是道德知识的被动接受者，与此相反，而是道德知识的主动建构者，因此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需要得到教师的尊重。虚拟情境教学恰好能够协助教师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它不

同于以往的教学方式，学生能以“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的学习视角在虚拟技术创设的具有道德冲

突的道德情境中，主动联系自己头脑中已经有的道德知识和道德经历，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而在这

个过程中，不同的学生由于道德观念和生活经历不同，新旧道德知识会发生不同的联系，因此学生会做

出不同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这时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激发学生对道德选择的分析与反思，促进道

德观念的“生长”和“改造”。 
最后是情境认知理论架起学习者与虚拟道德情境的桥梁，情境认知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体性和学习

过程不能够脱离真实的情境创设，要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2]。道德教育也不例外，如果在德育过程中，

不给予学生进行道德实践的相关情境，那么道德知识就不能够充分得到学以致用，学生的感受性和灵活

性会大大折扣，在面对生活中的道德事件时可能会手足无措，即使想要去帮助他人，却也不知道该如何

做出妥当正确的行为，正是因为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生学生明明想要见义勇为却不知如何保护自我

的事件。数字化虚拟情境教学是一种新的“当事人”情境，当学生以“当事人”身份处于情境中，他们

已经成为情境中的一部分，与整个情境的变化都密不可分，甚至道德事件如何发展直接取决于学生在虚

拟情境中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这种情境最突出特点是让学生关注自己处于“当下的时刻”，学生通

过角色扮演在具有道德冲突的“事件”里，必须根据面临的道德问题，灵活地运用道德知识来解决问题。

这种就很好地避免了学生的道德冷漠和道德旁观。并且教育者不必担心情境过于失真，虚拟现实技术能

够呈现真实，动态，三维立体画面，光，声音，图画能够使情境更加逼真。虚拟情境教学方式让学生在

充分发挥主动性的道德教育过程中不知不觉的获得道德知识进而转化为道德实践，完成立德树人的任务。 

2.2. 教学方法适切性的理论支撑 

学生在教育活动具有主体地位，身为教育者不能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和身心阶段发展规律，因此教学

方式要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年龄阶段认知特点，这样教学方式才具有适切性，而皮亚杰的认知阶

段发展规律和道德阶段发展规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教学方式适合小学阶段，该教学方法具有较高

的适切性。 
皮亚杰的认知阶段发展规律符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著名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皮亚杰从认识发生论

的视角对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最终形成了认知阶段发展理论。根据教育部以

及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小学阶段年龄为 6~12 岁，按照皮亚杰认知阶段发展规律属于具体运算阶段。

在这个年龄段，小学生具有去自我中心化，思维去集中化，认识事物要借助具体事物的特点。他们具象

思维突出，想象力丰富，善于接受新事物[3]。 
虚拟情境教学借助于虚拟现实技术首先可以模拟不同的道德情境，不在拘泥于教师口中抽象的道德

情境，小学生可以沉浸于高度仿真的道德情境中去站在不同角度进行思考，从而做出不一样的道德判断

和选择。比如具有道德冲突的海因滋与药的故事中，通过情境的模拟，学生可以站在丈夫，法官，妻子，

医生等不同角度考虑是否应该偷药，比如学生以妻子的身份视角，需要考虑丈夫是否应该偷药，让学生

在情境中进行道德判断，学生会意识到自己道德判断是否存在不合理之处，教师可以激发学生更新道德

判断以此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其次虽然虚拟情境教学可以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教学，但是学生可

以通过沉浸式和互动式体验来感同身受他人的道德境地或此前没有经历过的道德情境，有利于小学生站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862


邢瀚予 
 

 

DOI: 10.12677/ae.2024.145862 1449 教育进展 
 

在他人立场去考虑问题；最后这种教学方式具有高度仿真的情境，栩栩如生的画面和环绕立体的音效，

使得道德知识更加具体生动，不再抽象于课本或教师口中，可以帮助小学生理解道德知识，培养道德情

感，对抗道德冷漠，提升小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为日后把道德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打好坚实基础。 
皮亚杰在《儿童的道德判断》中明确指出，小学生品德发展的规律是循序渐进地从他律走向自律。

小学生在 6~10 岁低年级阶段是他律阶段：表现为对外界的权威和指令绝对的服从，10~13 岁高年级阶段

是自律阶段。这一时期的儿童会依据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将外在事物逐渐转化为内在观点的过程[4]。
涂尔干对此也深有感受，“道德教学在我们的学习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教授道德既不是步道，也不是

灌输，而是解释，如果我们拒绝把所有这类解释提供给儿童，如果我们不尝试帮助他理解他应该遵守的

那些规范的理由，我们就会贬低他，使他陷入一种不完备的，低下的道德”[5]。所以从低年级阶段道德

发展规律来看，以往教师大多以讲授法将道德观念和知识传授给学生，这可能导致学生不理解执行起来

行动力不足或即使行动了但是心中仍有困惑——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那么在虚拟情

境教学中教师和学生通过分布式虚拟现实系统同时参加一个虚拟现实环境，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对真实

道德情境的高度模拟进行观察和操作，教师的讲解能够更加生动有说服力，学生的困惑解决了，理解力

和执行力也能够得到提高。 
“我们必须集中关注这些学校，进而集中关注道德教育，因为道德教育是在学校中得到理解并付诸

实践的”[5]。所以从高年级阶段道德发展规律来看，不能仅停留在他律阶段，虚拟情境教学可以给学生

提供个体与环境交互的机会，学生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亲自体验实践，处理这种社会关系，才能

获得对它们的理解和认识，促进学生将外在道德标准内化，从他律走向自律。 

3. 相关技术支持使得虚拟情境教学成为可能 

德育数字化如果想要蓬勃发展离不开相关技术的支持，互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使得在小学德

育课堂中模拟高度逼真的生活化德育情境不再只是构想。 

3.1. 教育信息化为虚拟情境教学方式搭建平台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与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实

现教育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先后经历了从

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发展过程。目前，教育信息化逐步从 1.0 时代迈向 2.0 时代，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实

现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带动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作用显著增强。 
在科教兴国方针的指引下，我国教育信息投入不断增长，2021 年我国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9.4%至 4640 亿元；2022 年我国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大约为 4853 亿元。同时，根据教育部 2023 年的最

新数据表明：目前，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到 100%，比 2012 年提高了 75 个百分点；99.9%
的学校出口带宽达到 100 M 以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学校实现无线网络覆盖，99.5%的学校拥有多媒体教

室[6]。虚拟情境教学需要借助互联网，多媒体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学道德与法治课进行数字化教

学已经不再是空中楼阁。 

3.2. 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能够构建多元化的道德情境 

虚拟情境教学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提出，它是

以计算机为运行平台，依托各种先进复杂的电子信息技术，比如交互技术，传感技术等，创设立体的虚

拟空间，用户可以借助传感器在创设的虚拟情境中调度自身的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做出一系列相关

行为与情境发生关联[7]。虚拟现实技术最大的特点是交互性强，沉浸感强烈，用户往往具有身临其境的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862


邢瀚予 
 

 

DOI: 10.12677/ae.2024.145862 1450 教育进展 
 

感觉。现有的虚拟现实系统的分类是第一种为桌面虚拟现实系统，它主要是利用普通 pc 平台的小型的虚

拟现实系统，以图形工作站和立体显示器，产生虚拟情境，参与者可以使用数据手套、三维鼠标等其他

输入设备实现虚拟现实技术；第二种是沉浸式虚拟现实系统，使用者可以佩戴头盔，数据手套等等完全

沉浸于虚拟情境中，并且头部、手部、眼睛的数据交互都会达到尽可能的实时性；第三种是分布式虚拟

现实系统，它是基于网络虚拟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多个用户同时参加一个虚拟现实环境，通过计算机

和网络对这个虚拟环境观察和操作，实现与其他用户互动，并且数据资源可以实时交互[7]。 
VR 技术为教育教学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我国不少高校已经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清华大学利用虚拟

现实技术模拟汽车发动机工作投入教学使用；北京师范大学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先后

开发了一系列北京胡同虚拟现实游览的交互系统，秦兵马俑运动模拟用于历史和旅游教学；华中理工大

学机械学院创设虚拟实验室用于远程教育等等。 
近年来，一些道德教育学者也开始试图将 VR 技术引入到道德教育之中。他们认为：一个人的道德

品质来自于日常行为经验与感知体验，而这些经验的产生依赖于其身体认知器官和行动感受，而 VR 技

术可以向学习者提供可感知的学习场景。基于此，学者们试图将道德情境同 VR 技术结合起来，将难以

构建或难以语言描述的道德场景进行实时逼真的三维立体显示，使教育者仿佛身临其境[8]。在道德感知

的基础上不断深化道德认知，体验道德情感，做出道德选择，最终落实道德实践，从而提升自身的道德

水平，这一方法也符合道德教育的本质要求——不是一般的道德知识传输而是道德品质的培养。所以虚

拟现实技术在教育领域已有所使用，这种趋势下也为道德教育提供了硬件支持，使得虚拟情境教学能够

实现。 

4.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虚拟情境教学实践逻辑 

具体落实虚拟情境教学方式，还应该考虑其道德教学实践逻辑，否则仍停留于课堂教学的空中楼阁，

就像涂尔干所说：“课堂教育沿着理论与思辨的路线进行，而道德所支配的却是行动和实践[5]。” 

4.1. 虚拟情境教学中道德与法治教育场域的构建 

“场域”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场域就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

个网络或者说一个构型。整个社会可以看作为一个大场域，大场域可划分为子场域比如经济场域、文化

场域、政治场域等。每个场域都有自身的规律，场域之间无法替代[9]。 
“情境”是从认知角度来说明，行为者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行为者在活动和行动之前

对于环境的知觉及认识，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多少加进了主观的成分，从主观上给予的把握和规定的环

境就叫做情境[9]。 
“情境德育”是指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根据德育目的和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特点，有计划、有目的、

有意识地创设贴近受德育者的现实生活情境，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引导学生融入自己的亲身经验和感

受，鼓励学生进行自主选择其道德行为方式，促进学生道德品质内化和道德习惯的形成[9]。 
依托上述概念，在小学品德课中进行情境教学会搭建一个情境德育场。情境德育场是指构成一定道

德情境的各因子之间在相互作用中，因师生，生生之间传递、交换其信息所产生的并且影响道德场主体

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的空间。情境德育场包括真实的情境德育场和创设的情境德育场。真实的情境德

育场指的是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所亲身经历事件、行为中所感受的场情境。创设的情境德育场是指情境德

育场主体在教育者有意图和目的创设的具有一定价值导向的德育场景。所以，小学品德课虚拟情境教学

中借助网络和虚拟现实技术人为所搭建的情境德育场属于后者。 
教育者可以借助虚拟现实系统，根据德育目标，有意图构建情境德育场，打破学校的场域限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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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的场域推进到自然，社会，家庭等场域，比如可以模拟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发学生热爱环境，保

护自然的观念，可以模拟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学生在这些情境中学会生存技能，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珍惜热爱自己的生命[10]。教师和学生可以借助数字设备在情境德育场中进行观察和操作，做出道德思考

和判断，进而触发道德行为。与此同时，即使在不同场域下，教师与学生也能够借助网络技术实时互动，

知识共享，及时引导，高效反馈。 

4.2. 虚拟情境教学中德育主体关系的显现 

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学校德育必须发挥人的主体性，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教师是德育的主体，教师

的人格和能力是德育的关键中介因素，如果忽视教师的主体作用，一味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和个性化，学

校德育也无法顺利展开。学生是道德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如果过渡强调教师权威，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

就无法取得预期的德育效果。如果要做好品德教育，不能忽视教师的引导和学生的主体作用[11]。 
虚拟情境教学中的德育主体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度关系，而是多元类型的德育

主体关系。首先，学生在诸多可穿戴设备等产品的帮助下和依托虚拟技术创设的情境中，可以“人–机”

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得益于 5G 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数据的获取传递，分析处理的时间被大大压缩，

能够为师生及时提供反馈，在这个过程中德育主体关系表现为：学生佩戴相关设备使用教学机器，教师

根据反馈的信息给予及时，合适的帮助和指导；其次，虚拟情境教学更能“人–人”主体间对话，这里

主要指教师和学生。在虚拟情境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收集关于学生品德学习不同维度

的数据来了解认识学生以便与学生有针对性的交流。同时，学生和教师可以借助分布式 VR 平台，同时

出现在同一个教学情境中，教师借助虚拟情境讲解道德知识，可以实时交流，拉进师生之间的距离，提

高师生互动性，鼓励学生积极进行道德实践，而不是“你”远在讲台，“我”只在课桌。并且，在这个

过程中，教师作为教育者也会被带入到虚拟情境中，教师在虚拟情境中身体力行，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

和思考，不仅能推动主体间对话，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平和专业能力，还能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提高信

服力。最后，品德课也不能只在学校中进行，可以模拟家庭，社会的多种场域。那么，家庭中的父母，

社会中的陌生人作为道德主体也可以加入到虚拟情境中，家长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收集的虚拟情境

教学中孩子做出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相关数据，深入了解孩子的所感所想，及时与教师进行交流，

在学校的引导下进行协同育人。 

4.3. 虚拟情境教学中道德事件的涌现 

具有道德两难的道德事件是学生道德水平提高的重要推手，在道德教育中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比

如科尔伯格继承了皮亚杰的道德认知阶段发展规律的观点，提出了海因兹与药的经典的道德两难故事。

科尔伯格推断此故事能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思维的矛盾之处，就会努力寻找一种新的更好的解决道德问题

的办法，从而促进自身道德水平并且评定学生道德水平发展情况[12]。 
具体措施就是让学生和教师在课堂中针对道德两难问题进行讨论，故事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海因兹

妻子患重病，在无法筹集到足够钱的情况下，丈夫是否应该为危在旦夕的妻子偷药，如果学生认为丈夫

不该偷盗否则将会受到法律惩罚，那么此学生道德发展水平处于前习俗水平阶段，因为他将法律作为惩

戒人的工具而非捍卫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伞，该学生坚持以自我为中心，为他人考虑的能力较弱，在考虑

事情时是物质的，自私自利的，这时教师需要适当及时的引导，推进学生向更高水平道德层次发展，或

者询问学生如果你是“妻子”，你希望“丈夫”如何做？这样能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道德判断和推理具

有局限性，刺激学生更新自己的道德判断，提升道德水平。另外，除此之外，科尔伯格在其《发展心理

学》一书中共设计了九个假设性的道德两难故事，以此来促进个体道德发展[11]。试想一下，若品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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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道德冲突，不能促使学生启动道德思维，学生可能只停留在“一听了之”的阶段。因此，虚拟情

境下所建构的品德事件要具有道德困境，这样能激发学生做出思考和判断。 
当然道德两难故事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过于重视道德认知和判断，学生具有“离身感”，缺

乏“具身感”，忽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培养，但是虚拟情境教学可以较好的弥补，VR 虚拟技术突破

了传统的课堂讲故事的教学方式，创设了虚拟情境，学生从“剧外人”变成了“剧中人”，对具有道德

两难的故事进行了立体式，沉浸式的表达，使道德主体在“沉浸式”与“体验式”中做出道德判断和行

为，培养道德情感，并且这种判断和行为，是理性和感性交织的结果。 

5.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虚拟情境教学的现实价值 

5.1. 德育场域：丰富场域类型，降低真实情境危险 

数字化虚拟情境教学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建构不同的场景，创设特定条件模

拟不能实现的德育场景和画面，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走”出教室，“走”出枯燥和苍白的语言所描述

的道德场景。虚拟情境技术能够让情境变得生动，真实。由于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无法在现实生活演示

和重现，教师也不可能短时间内把社会中所有具有德育价值的场景搬进课堂，但是虚拟情境技术将其变

得可能，学生在虚拟情境的德育情境中完成人与不同类型场域的互动。 
除此之外，真实情境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危险，一方面是情境本身具有危险性，另一方面是即使我们

真的模拟真实的情境，一旦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为，其结构也无法预测和控制的。对于道德主体来说，

这种教学情境存在着危险，而虚拟技术模拟的情境可以处理这种问题，既克服了情境本身的危险性，又

可以避免不良操作产生的后果，保护道德主体的生命安全，降低真实情境的危险性。 

5.2. 德育主体：师生共创，教学相长 

在虚拟情境教学中，学生不再是道德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可以借助虚拟现实技术，佩戴相关设

备，主动与情境进行交互，学生有机会能在高度仿真，沉浸式的道德两难的情境中，自主建构，引发道

德判断和思考，启动道德思维，进行道德实践，并且虚拟情境可以做出相应的反馈或进入下一个场景中，

提高学生参与感与体验感，给予学生充分的道德“在场感”。 
德育的受教育者不仅有学生还有教师。教师借助相关虚拟现实技术和网络技术，师生可以共在一个

道德情境中，与学生进行互动与讨论，比如在皮亚杰的对偶故事中，教师也能够在情境中做出自己的判

断和思考，产生道德情感，做出相应的行为，这使得道德教育不再抽象，教师能为学生树立榜样，教师

不再是距离遥远的道德观念的“讲授者”。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也能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

能够真正实现师生共创，教学相长。 

5.3. 德育内容：德育内容“活”起来，走出课本，走进师生 

如果在课堂中教师直接创设情境，采用讲解法，演示法教学方式，此德育情境呈现出的德育内容仍

然止步于课本，教师讲解，不够生动形象，学生可能不够理解，浮于表面。如果采用虚拟情境技术进行

教学，德育内容会被高度仿真，立体的创设出来呈现在学生面前，通过光，声，画等调动学生多感官参

与。此外，计算机网络等技术可以搜集整合丰富多样的德育内容。这样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德育

内容能够实现真正的“活”起来，走出课本，走进师生。 

5.4. 德育方式：打破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率 

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是采用讲解法，并且配合多媒体技术嵌入图画，音频，声音等，在这种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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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教师创设的情境形式感突出，真实感不足，学生体验感也较弱。并且，碍于部分老师创设情境水

平不足，教师一方面需要学习创设情境的专门技术比如画图，野外调查等，另一方面又需要备课，上课，

这就会导致灵活度低，教学效率大大折扣。虚拟情境教学方式可以弥补上述问题，教师佩戴虚拟技术相

关设备，学会使用相关软件就可以创设集声音，画面，仿真，可参与等优点于一体的德育情境。这样教

师可以有更多时间深入了解学生，挖掘德育资源，开展道德教育。但是，虚拟情境教学方式也是一把双

刃剑，利用此方式并不意味着要抛弃传统教学方式，而是弥补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之处，两者相互配合，

优势互补，虚实结合。 

5.5. 最终诉求：培养学生自我修养能力，提升德育实效性 

真正成功的德育是实现让学生有能力主动地将他们所学的道德知识内化于心，通过培养道德情感与

道德意志，进而外化与行——道德实践。在小学品德课中采用虚拟情境教学方式，教师与学生在创设的

不同场域中，以高度仿真，具有参与感，互动感的虚拟德育情境和拥有道德冲突的品德事件为桥梁，教

师给予及时，合适的引导，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生能主动建构，积极启动道德思维，培养德育情感，触

发道德实践，最终提高德育实效性。 

6. 结语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中使用虚拟情境教学已不再是空中楼阁，但是这种

教学方式是否真正适合小学阶段的道德教育，需要教育者理性看待，因此文章从理性层面，实践逻辑层

面进行分析，得出小学阶段使用虚拟情境进行道德教育拥有一定的理论和技术设备支持，并且更重要的

是符合小学生的思维特点和道德阶段发展规律，对于小学生的接受程度较为友好，所以我们更不能忽视

虚拟情境教学在小学德育课堂中的实现价值，要鼓励教育者在小学德育课堂中借助相关技术设备进行虚

拟情境教学，给予学习者启动道德思维，进行道德实践的机会和空间，培养学生自我修养的能力，切实

提高德育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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