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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境教学是将知识活化并转化为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单元核心立意，教师

从统整单元解读、对接学生需求、关注表现评价等方面入手，探寻情境创设的精准对焦点，将单元内容、学习任务、评

价方向等融入教学情境中，引导学生进行道德与法治学科的学习，能够使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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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一词在《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2022年版）》中出现了 34次之多。陈友芳教授认

为：整合性是新课标的最显著特征，其中之一就是

以情境统整学科内容、学习任务活动、新评价体系

等。这充分说明运用情境教学是将知识活化并转

化为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那么，如何创设教学情

境，使情境真正为教学服务，为核心素养落地服务

呢？近年来，笔者所在的工作室积极开展课例研

究，从单元整体出发，探寻情境创设的精准对焦点，

依托情境教学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下面，以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六年级上册

“我们是公民”这一单元为例进行具体阐述。

一、统整单元解读，找准情境创设的原点

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

任意识是道德与法治学科的五大核心素养。将素

养目标转化为单元目标，并微化成课时目标，这要

求教师有整体设计意识，通过深度解读单元内容，

深入领会单元核心要义，来探究情境创设的原点。

11..聚焦核心素养聚焦核心素养，，定位单元目标定位单元目标

单元目标是教学的大方向，方向准确与否，关

键在于能否根据学科特点，正确处理好整体与核

心、知识与素养的关系。“我们是公民”单元教学的

核心指向道德修养、法治观念、责任意识三个方面

（见表1），教学指向十分清晰。
表1 “我们是公民”单元教学内容和对应的核心素养

道德修养
自觉维护中国公民的声誉和形象，拥有爱国
情感

核心素养 具体内容

法治观念

责任意识

了解公民内涵、中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和
承担的基本义务

树立作为中国公民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初步
了解中国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的努力与
成就

续表

核心素养 具体内容

本单元由《公民意味着什么》和《公民的基本权

利和义务》两篇课文组成。根据单元核心素养指

向，结合教材与教学用书，可设计以下单元教学总

目标：知道国籍与公民身份的联系；知道身份证的

内容，学会辨析身份证的用途，在生活中注意个人

身份信息的保护；感受到作为中国公民的自豪，有

维护中国公民声誉的意识；知道公民现有的权利及

义务，明白权利行使有边界，应依法履行义务；有尊

重和保障人权的意识，并了解中国所采取的措施和

做出的贡献。

根据单元教学总目标，确定课时目标。以第 3
课《公民意味着什么》的第一课时“公民身份从何而

来”为例，制订以下课时目标：通过演一演“活动园”

的情境，了解“公民”一词的来源及含义；通过合作

探究，了解取得中国国籍的两种方式，并能运用国

籍法相应条款解决实际问题，渗透法治观念和依法

解决问题的意识，强化学生对中国公民身份的认同

感和责任感；通过查阅资料、探究学习，提高学生阅

读与分析材料的能力；通过时事引导学生感悟公民

与国家之间的血肉联系，使学生从情感上热爱自己

的国家，珍惜中国公民身份。

单元目标指明核心要义，从而细化为可观察、

可操作、可检测的课时目标。目标能否达成，情境

基于单元核心立意，探寻情境创设对焦点

——以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我们是公民”的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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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是重要的教学手段，是教师组织教学活动、判

断教学效果、控制教学过程的得力抓手。因此，情

境创设的原点离不开单元核心立意、单元教学目标

及课时目标。

22..聚焦核心概念聚焦核心概念，，厘清单元逻辑厘清单元逻辑

教材单元的编排具有逻辑关联性。教师在备

课时要立足整个单元，将单元逻辑关系根据知识呈

现顺序以及衔接关系落实到具体的课时之中，即厘

清一个单元、一篇课文、一个课时之间的关系，同时

要充分考虑该单元在整册教材中的地位、与前后单

元之间的关系等，而教学情境的创设需要与单元逻

辑一脉相连。

“我们是公民”是法律专册的第二单元，与前一

个单元“我们的守护者”和后两个单元“我们的国家

机构”“法律保护我们健康成长”之间形成了严密的

逻辑关系：法治意识是公民的基本品质，是建构法

治社会、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因此，本单元是学

习理解其他三个单元的起点与支撑。

第二单元两篇课文的主题分别是：公民身份从

何而来、认识居民身份证、我是中国公民、公民的基

本权利、公民的基本义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聚合主题，提炼概念，显然“中国公民身份”是单元

的核心概念。

围绕核心概念，以单元逻辑为线，将学习目标

与内容、学习任务与活动、学习过程与评价等环节

有机串联，形成向心结构和闭环，这些就是创设有

效情境应考虑的要素。

二、对接学生需求，找准情境创设的支点

六年级学生对“公民”内涵的理解还不够全面，

有的认为只有取得居民身份证才是公民，有的认为

只要是人就是公民；关于公民和国籍的双向连接关

系，很多学生似懂非懂，不知道不同国籍的人在公

民权利和义务方面存在差异；容易将基本权利、基

本义务以及人权等概念混淆。所有这些，都与学生

的现实生活和成长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把握学生

原有的认知储备，立足学生的身心发展现状、认知

发展规律和未来成长需求，是创设教学情境时最强

有力的支点。

11..聚焦核心任务聚焦核心任务，，凸显单元主线凸显单元主线

核心概念“中国公民身份”指向的核心任务是

探究“中国公民身份的确认”“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和义务”“基本权利和人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单

元教学的关键是将核心任务情境化、真实化、生活

化，驱动学生主动参与、深入思考、真实领悟。

如“创建文明城市”这一特定的全员行动，每个

学生都有亲身参与的经历，这无疑是激发学生道德

情感与内心认同的有效途径。因此，教师围绕“创

建文明城市”的大场景，基于生活热点，聚焦“中国

公民身份”这一单元核心概念，链接教材内容，以系

统连贯的大情境为主线，对教材进行二度开发，对

源于真实世界的情境进行加工和重构，凸显单元主

线，创设单元任务情境链（见图1）。

主情境：创
建文明城市

子情境 3：“时光穿越”公民
大会资格审查，知公民来源

子情境 2：彼得叔叔二宝公
民身份辩论，知公民与国籍
的关系

子情境 1：彼得叔叔出境通
道选择，知公民身份获得途
径

子情境 6：定格创建文明城
市场景，理解权利与义务的
统一

子情境 5：链接创建文明城
市画面，补白公民义务

子情境 4：聚焦创建文明城
市典型事件，对应公民义务

图1 “我们是公民”单元任务情境链

教学“公民身份从何而来”这一主题内容时，借

助三个子情境，逐级落实学习任务。彼得叔叔过边

检，应该选择哪条通道呢？以“猜一猜”、采访边检

警察等方式，使学生在体验中提升认识。彼得叔叔

的二宝到底能否获得中国国籍？通过合作探究的

方式让学生知道取得中国国籍的两种方式，并能应

用国籍法的相应条款解决实际问题，强化学生对中

国公民身份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教材将“公民”一

词的来源安排在“活动园”板块，用“演一演”的方式

引导学生体会“公民”的含义，并指出“公民”一词在

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就已出现，对其的定义

经历了由不公平走向公平、公正、平等的过程，体现

了社会的进步。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课的教学，以“创

建文明城市”为主线，与典型案例、画面场景等结

合，依托单元主线，将道德与法治小课堂与社会大

课堂有机结合，让学生在主动参与、真实体验中了

解“公民”一词的来历，理解公民的内涵、公民与国

籍之间的关系、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等。这样

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既体

现学科特点，又实现了价值多元化，有助于促进学

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所以，学生已有的认知与经验

是创设基于现实生活、与单元主线相吻合、能服务

于核心任务的教学情境的必要支点。

22..聚焦核心思维聚焦核心思维，，搭建任务支架搭建任务支架

任务支架是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的

各类支持，可以是凸显学生思维过程的学习单、思

维导图，也可以是提供资源支持的视频、阅读链接、

资料袋、知识窗等。

在“我们是公民”单元教学中，教师需要关注知

识与概念上的相似点和累积点，促进新知识、新概

念逐步融入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形成新的思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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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从而凸显道德与法治课程辨别和分析的特征。

教学时，教师可将本单元的教学目标分解为三个子

任务（见图2）。

我
们
是
公
民

子任务 1：通过生活情境，了解公民
身份的内涵及获得的两种方式

子任务 3：通过情境案例，理解权利
与义务的重要性及统一性

子任务 2：通过表演情境，了解“公
民”一词的来历

思维进阶：认知—理解

思维进阶：理解—辨析

思维进阶：理解—参与

图2 “我们是公民”单元教学目标分解为三个子任务

六年级学生的感知能力强，抽象思维较弱。在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课的教学中，教师可结

合“创建文明城市”的案例拓展生活场景，以案促

学，用蕴含于“创建文明城市”中公民应尽的基本义

务，引导学生理解公民的基本义务。通过引入“创

建文明城市”各项资金拨付案例以及本地“时事问

政”专栏的内容，降低学习难度，初步培养学生遇事

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法治思维；同时，通过讨论、

逆向思维，让学生在探究反面例子的过程中更好地

理解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道理。

以主题为中心、情境为载体、探究为途径，将情

境创设与教学内容、生活实际融为一体，以此引导

学生进行探究，彰显了学生认知、理解、思辨的过

程。这样可让学生的思维留有轨迹，使任务落实环

环相扣、层层推进，能够在实践体验中提升学生的

学科思维能力。可见，学生已有的思维基点是情境

创设时又一必要的支点。

三、关注表现评价，找准情境创设的落点

评价是目标指向和学习行为导向的根本指引。

道德与法治课程具有综合性、内隐性、过程性、持久

性等特征，因而很难以直接观测的方式予以评价。

通过观测学生在具体情境中的行为表现以及在对

核心概念的理解、对驱动性问题的回答、对价值的

体认和担当等方面的表现，可将“内隐”的素养转化

为“外显”的行为表现和思维过程。

我们坚持以评价导向为情境创设的落点，课例

实践坚持儿童立场，教学评价注重知行合一，关注

过程性与表现性，最终指向学生的发展。下面以点

带面，通过“公民身份从何而来”主题中的两个教学

片段来阐明观点。

【片段一】“一级头脑风暴”。对学生关于国籍、

公民身份的了解情况进行随堂检测，要求用手势判

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1）只有年满 18周岁，才是

公民。（2）外籍华人不是中国公民。（3）蓝老师出生

在宁波，是少数民族畲族，她不是中国公民。（4）王

奶奶有鄞州户口，但她信仰基督教，她不是中国公

民。（5）外婆去机场送舅舅出国时遗憾地说，舅舅从

此不再是中国公民。（6）志强的邻居因涉嫌抢劫被

逮捕了，他犯罪坐牢，一定会被剥夺公民身份的。

教师最后小结，公民身份只跟国籍密切相关，跟性

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等无关。

【片段二】“二级头脑风暴”。丽丽阿姨家的小

宝要出生了，妈妈说“小宝在中国出生，那他可以有

中国国籍，属于中国公民”；外婆说“如果小宝在法

国出生的话，那小宝就不可以有中国国籍了”；外公

说“如果小宝既有中国国籍，又有法国国籍，那就方

便了”。他们说的都对吗？小宝可以拥有哪国国

籍，属于哪国公民呢？请同学们运用刚才所学知识

和所提供的国籍法条款，通过小组合作探究方式解

决问题。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学生学会了辨析，

形成了法治思维。

由易到难、层层递进，难度不同的两次“头脑风

暴”，引导学生解决具体情境中的问题，即时反馈学

生对单元核心概念、知识要义的掌握与运用情况。

教师根据学生对问题情境的辨析以及运用时的表

现，观察并评价学生法治思维与法治观念的初步建

构过程。

情境教学是将知识活化并转化为素养的重要

途径之一。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情境创设要立足

单元核心要义，要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已有知识

储备，要能引导学生理解学习内容，积极参与实践

体验，进行深度学习，从而逐步发展学生的学科核

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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