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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交警、体验当“孕妈妈”、食物的诉说……

这样的道德与法治课 学生爱了
德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

学工作的全过程和学生日常

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小学道德

与法治教学中，很多老师还采

取单方面讲解和满堂灌的传

统教学方法，学生属于被动接

受相关道德与法治知识。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促进学生道德成长，宁海

县桃源中心小学依托教材中

的生活场景，设计了适合融入

课堂的微剧，引导学生以角色

扮演的形式，爱上道德与法治

课，并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道德敏感性、问题解决能

力等综合素养。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王沉鱼

将校门口的斑马线
“搬”到了教室

“嘟嘟，红灯，红灯，快停下！”
宁海县桃源中心小学一（6）班的曹
彦婷同学扮演的小交警正在制止
闯红灯的“妈妈”和“小朋友”。原
来，该校的俞薇薇老师将校门口的
斑马线“搬”到了教室。

刚刚正是几位小朋友在进行
微剧表演——“我是小交警”中的

“闯红灯”片段。
“妈妈，老师说了，红灯停，我

们停下吧。”扮演孩子的赵翌洲同
学要求。

“没关系，这路上不是没车
嘛！”扮演妈妈的崔涵月同学将平
时生活中看到的带头闯红灯家长
的语气模仿得惟妙惟肖。

这引起了下面观看小朋友的
阵阵笑声，有小朋友悄声说：“我爸
爸就是这样的！”

这一幕结束，下一幕“不走斑
马线”和“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的小
演员已经兴致勃勃地就位，开始表
演……小观众也跟着设计的剧情
小声议论：“我有时候也这样。”“这
是不对的，很危险呀！”

表演结束后，这三场系列微剧
的“导演”俞老师提问了：“小朋友
们，你们作为小交警说说有哪些不
文明的过马路行为吗？”“刷刷刷”
教室里立马竖起了一大片小手臂，
他们的眼睛闪闪发亮，都能从微剧
里总结安全过马路的方法了。

专家点评

就“学习”本身来看，人类的
学习可以分为知识的学习、技能
的学习和道德的学习三种。每一
种学习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可互
相替代。知识的学习重在理解，
技能的学习重在训练，道德的学
习重在体验。道德教育从实际发
生的角度讲，应是一种道德学
习，因而就必须有亲身参与，学
校道德教育就应该给学生更多
体验的机会。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主要
阵地在教室，由于受到教室这个
特定空间制约，许多该有的道德
体验活动无法在课堂中展开，也
就无法满足学生道德学习的正
常需求。为了提高德育课堂学习
成效，宁海县桃源中心小学道德
与法治课教研团队立足学情，紧
扣学习目标，依托教材中的体验
活动设计直接体验、形象代入和
道德留白等微剧，引导学生以角
色扮演的形式进行现场体验活
动和微剧的视频转播，极大地丰
富了学生的道德体验。

“课堂微剧”的设计与教学
研究，为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有
效教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当
然，每一个“微剧”都凝聚了教师
劳动与智慧，是学校德育课程的
宝贵资源，希望学校能够重视微
剧资源的积累和保存，提高使用
率，降低教育劳动成本。

本期特邀点评人
宁海县教育局教研室 胡志鹏

因为时间短、道具简单、不限
场地，这样的微剧时常出现在桃源
中心小学低年级段的道德与法治
课上。这项课程改革的主要负责人
俞薇薇老师介绍说：“小学低段孩
子的生活经验少，抽象思维能力较
弱，难以从一般性的学习资源，比
如上网、课外阅读、讲座等方式获取
知识，塑造品格。相对来说，在模拟
情境、真实生活中进行体验、进行真
实互动、生成真实情绪，能更深入地
抵达孩子们的内心。而且教材改版
后，低段的课程内容多数是以生活
事件构成，非常适合排演微剧。”

基于这样的理念，该校依托
《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剧本以教
材插图为主，设计了直接体验、形
象代入、道德留白等微剧。比如直
接体验类微剧的剧本内容以知识
性为主，学生直接看图表演，直接
体验并参与活动，涉及的学生面比
较广，比如上述的“我是小交警”微
剧，还有根据一年级课文《吃饭有
讲究》编排的“食物的诉说”微剧。
在“食物的诉说”微剧中，让学生扮
演不同的食物，并诉说它的营养价

值。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帮助下
兴趣盎然，拿起画笔和卡纸制作色
彩艳丽的角色头饰，“见缝插针”地
在课间拉上小伙伴演练台词，揣摩
角色。这样的微剧表演激发了学生
广泛了解食物价值的兴趣。

道德留白类的微剧则不需要
表演结局，更加注重探讨环节。在
二年级的课程《大家排好队》之“怎
样排队好”微剧中，老师在剧本设
计中征求学生意见，根据日常生活
问题引入了四个“特殊情况”人群，
即上车的老大爷、离队打电话的叔
叔、接水礼让的叔叔和尿急的小朋
友。学生以书包和水杯为基本道
具，分别扮演不同角色，演绎不同
场景的故事。通过角色扮演和辩
论，孩子们充分体验到了他人的难
处，感受到生活并非简单的“是与
非”，需要学会考虑和处理规则与
道德之间的关系，在遵守规则的同
时兼顾“人情”。

经过三年的探索，目前该校根
据一、二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课课
程，已设计了27个课堂微剧，每个
微剧的时间最多不超过10分钟。

俞薇薇认为，要在常规的道德
与法治课中融入课堂微剧，关键在
于老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微剧的运用，需要老师灵活运用身
边的“道具”，敏锐挖掘班级中的演
员，更需要老师与家长、学校的“抱
团”合作。这对作为“导演”的老师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该校成
立课题小组，组织“核心成员”通过
阅览室查阅，网络资料查找、购买
书籍等进行学习借鉴，并多次组织
教研活动。

在挑选“演员”时，“导演”们根
据学生平时的生活表现，或者学生
毛遂自荐的方式来选择。俞薇薇告
诉记者，在这次“我是小交警”微剧
中，扮演妈妈的崔涵月同学平时就

是个很会照顾人、体贴人的孩子；
扮演小交警的曹彦婷同学是个乐
于帮助别人、富有正义感的孩子；
还有几个很爱玩的小孩子就是本
色出演。

为进一步促进学生道德成长，
该校创新了多样的评价方式，评选
出“微剧小达人”，在学期末进行

“生活微剧”游园评价活动，创设多
个剧目，从课堂延伸至日常生活，
通过创意考评引领儿童的道德践
行。

去年 12月，桃源中心小学的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微剧的设计
与教学研究》课题项目在2021年
宁波市基础教育教研课题优秀成
果评比中荣获二等奖。

已设计了27个课堂微剧

评选“微剧小达人”，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道德与法治课堂微剧“我是小交警”。

学生自制课堂微剧的道具。 记者 张培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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