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一米线”，唤醒感知

师：刚才课堂上，我们通过一份关于
“文明”调查问卷的填写，了解了自己身上
存在的不文明行为。我很想把你们的问卷
进行搜集和整理，以备老师了解和发现更
多的情况，当然不会在全体同学面前公开。
为了尊重你们，你们可以分组自己来上交
调查表。第一组先来。

第一组 体验排队交卷
（学生依次排队交卷，两个学生一前一

后，有的靠得比较近，有的保持了一定距离。）
师：你好，同学，刚才后面一个同学挨

着你，你是怎样的感受？
生1：我感觉有点紧张，下意识地把问

卷收拢了些。
师：是的。你不想自己的信息被别人知

道。
这位同学，那你为什么站得那么远？
生2：我想和他保持一些距离，这样就

看不到他写的东西了。
师：（前一个学生）这位同学，你听到他

那么说，你的感受？
生3：我挺感动的，觉得受到了尊重。
师：是的，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仅仅是空

间的概念，也体现了对他人隐私和权利的
尊重。

【意图】：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
创设他们所熟悉的学校生活——“排队上
交调查表”，抓住这种生成资源而引发的学
生反应就是内心最真切的感受，是一种即
时的生成，“尊重他人的隐私就是尊重他
人，讲道德的体现”不再是一句空话。

二、生活认知“一米线”，引发共鸣

第二组 体验真实一米线
师：那么像这样保持一定的距离，生活

中是不是也有类似场景？
生1：老师，有。在医院收费处时，会看

到一条线，因为它距离窗口办事人员大约
有一米远，通常人们称它们为“一米线”。

师：是的，这就是一米线，一条文明线。
（拿出实物尺子）你们还在哪里见过？

生2：我们在银行存款或取款，在机场
换登机牌或过安检通道都见过。

生3：“一米线”将办事人员和等待人
员分隔开，它提示人们，在前边一个人没有
办完手续之前，后边的人不要越过这道线。

师：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
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应注意保持这种距离，
这是尊重他人的表现，也是一个文明人应
具有的基本品质。

现在老师就将一米线放置地上，请第
二组同学排队上来交卷。

【效果】：一米线的放置不是老师强加
的，而是学生情感上的自然需求，是随着体
验活动的推进而产生的。第二组学生现场
课堂体验一米线活动，他们安静有序地进
行交卷，保持学生之间一米的距离。这样一
条真实“一米线”的出现，让学生自然懂得
一米线的作用，那就是可以更好地保护个
人的隐私，防止个人信息泄露，或被一些别
有用心的人窃取、盗用。当然它对于维持秩
序，防止个人财产丢失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三、体验无痕“一米线”，迸发情感

第三组体验 消失的一米线
师：有了一米线，让社会变得更加文明

有序，但是我们也发现生活中很多地方没
有一米线，那么我们怎么办呢？第三组的同
学们，你们该怎样交卷呢？

（学生第三组开始交卷，他们会停下
来，掌握了一定的排队秩序，并且有意识地
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

师：同学，你刚才为什么停下来了？
生：前面距离太近了，我想还是要保持

一米的距离比较好。
师：你刚才前进了一步，怎么又退后

了？
生：我突然意识到虽然地上没有一米

线，但是我内心还是要保持一米线。我这样
做，也就保护了自己和他人的隐私。

师：此处该有掌声。（掌声响起……）

第四组体验 珍视心中一米线
师：同学们，正如刚才那位同学所说，

保护隐私是个人正当的权利，尊重他人的
隐私权，这也是讲道德的体现。前三组同学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这一文明准则。现
在，假如不排队，而是让一个同学去收齐调
查表，那么，怎么做到心中有一米线？

组长：我来试试。
师：好的，相信你，开始吧！

【场景再现】：教室里鸦雀无声，只听组
长用响亮的话语告诉第四组同学：请大家
把问卷反面朝上，等待我来收卷。接着，他
走向每一个同学的面前，侧身，视线略转
移，然后交问卷一份份收上整理，最后交到
老师手中。这是课堂上生成的新活动，但这
样的活动已经是学生自觉明确了规则之后
的自愿选择行为，是基于学生的发展的。

师：同学，留步，你想听听大家对你的
评价吗？你们怎么评价这位同学呢？

生1：问卷反面朝上，保护了隐私，我们
得到了尊重，谢谢你。

生2：他没有看，哪怕是反面的问卷，
这动作很细微，但是却是文明的表现。

生3：我要给他点赞，我们的好组长！
师：的确，通过第四组的体验活动，我

们都懂得保护公民的隐私既是道德的呼
唤，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
一。让我们为组长点赞！（掌声）

【课堂评价】：教师巧妙设计了第四次
体验活动，是之前活动的提升。组长把问卷
反面朝上的细小行为是一种素质的体验，
本活动的意义还在于展示了旁人的内心感
受，这些感受就是对活动效果的反馈。一切
都是自然生成的，就如同生活情境的再现。
能够让一米线从真实存在到潜化内心，真
切地感受到尊重个人隐私是每个人应该具
备的基本文明修养。

四、交流分享“一米线”，形成自觉

师：因为有了对他人的尊重，不管有没
有一米线，都挡不住文明前进的脚步。同龄
人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文明，树立
着国人的良好形象，请大家用站立分享法来
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板书展示）

生1：我感到很欣慰，有这样一群我们
的同龄人在践行着文明，相信，中国的未来

一定很美好！
生 2：我敬佩他们，他们是我们的榜

样，谁说中国人陋习多，看看我们的少年
吧！

生3：对，少年强则国强，文明古国中
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生4：他们这样做，就是一种自觉的行
为，文明已经悄然在心中生根发芽。

【德育观点评析】

《社会文明大家谈》选自人教版小学六
年级《品德与社会》直面“文明”这一话题。
话题小到自己，大到国家，告诉我们“文明
社会需要文明人”已是我们公民共同追求
的目标。教材安排了调查文明现象，文明素
养面面观，文明一米线等内容。本学科德育
典型案例中通过层次化的教学设计，在实
际教学中，学生在组次的递进性体验中不
断感知、体验、感悟“一米线”，“无线”胜“有
线”；而在活动现场，体验性过程中，老师的
适时介入，强化了学生道德认知，促使自觉
文明素养的形成。

1.引导感知，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
教材中出现的“文明一米线”，是一种

国际惯例的“文明线”和“道德线”，在银行
柜台前、机场办理手续处、医院缴费窗口等
地方，但是无视“一米线”的情况比比皆是。
教师引导学生了解到“一米线”不仅仅是空
间的距离，而是透过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体
现对自己、他人隐私和权利的保护及尊重。
从而进一步引导学生理解个人形象、行为
与社会公共、规范国家文明程度是紧密相
连，只有从外在形象的美与丑到追求心灵
和外在美的统一协调，才能塑造自己的文
明形象这一道德认知。

2.生活体验，拥有文明的美好意愿。
六年级的孩子，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不

文明的现象，他们早已经学会用自己的眼
睛去观察。如果只是单纯的灌输文明礼仪
的道理，很难让孩子真正去做到把行为规
范培养与文明社会的有机结合，也难让学
生明白今天的习惯培养与明天的文明素质
的形成、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而真正学会
做一个文明社会的文明人。在课堂上，教师
设计一个精心设计的、层层递进的生成性
体验活动“一米线”，在学生体验、感知、思
维碰撞分享中，在润物细无声中，孩子们明
白文明之举呈现了自己的素养，给别人带
来的愉悦感，体验到做文明人对他人、对社
会的价值所在，使他们有了自觉遵守文明
规则，做有教养、讲文明人的美好意愿，更
重要的是为他们在今后的成长、生活中敢
于面对自己，反思自身存在的不文明行为，
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效果。

3. 明理践行，实现文明的道德自觉。
本典型案例不仅是一个还原生活真

实情境的体验活动，从更深远的层面来
看，通过生成性的体验活动，引导学生从
人权的视角，即对私人空间的尊重与社会
文明关系的角度，反思在公共场所中人与
人之间交往的基本文明素养的体现，潜在
的教育意义深远。回归生成性活动体验的
初衷，在递进化的活动中，得到不同的情
感体验，形成价值判断，最终形成文明新
闻的道德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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