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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儿童生活：追寻儿童与自然共生

——小学道德与法治二下第 9 课《小水滴的诉说》第 2 课时为例

周颖卿

杭州市文理第二小学　浙江杭州　310030

摘　要：“回归生活”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核心。德育必须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德育才能凸显其

真正的价值。小学《道德与法治》二年级上册《小水滴的诉说》一课以“儿童与自然共生”为核心，立足儿童生活经验，

初步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共生理念的课堂的教学实践以“儿童与自然共生”为目标，围绕“生活记忆激活、分层体

验建构、实践任务迁移”三重路径，并辅之具象化的评价工具，帮助学生形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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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溯源：儿童生活与自然共生的教育意蕴

1.1 生活化教学的理论支撑

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意味着教育要关注儿童当下的

生活。所谓真正的教育是通过对儿童潜能的有效激发而发挥

作用的，而这种刺激是儿童当下生活中各种要求所引起的。

杜威曾批判学校所提供的教材远离儿童认知与生活范围，并

且与儿童的生活经验产生了严重的脱节，学校课程也是如

此。他提出学校课程应该以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为主，使得

学校本身与儿童生活相联系，让儿童为参与生活而学习。从

杜威“教育即生活”理论阐述来看，立足于儿童生活经验的

教学是符合儿童兴趣、发展特点的，当下小学德育课堂是走

向生活化教学。生活化的教学重视儿童现实生活中的经验，

更加尊重儿童认知的发展规律，让儿童将外在的知识转化为

内在的能力。

2022 版《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中对儿童生

活进行多处阐述，“遵循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以儿童

生活为基础，增强内容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突出问题导向，

引导学生发现和解决生活中的道德与法治问题。课程理念中

强调小学德育课程以儿童生活为基础。基于此，在教学建议

中也提出生活化的教学策略，“教学设计应以儿童生活经验

为起点，通过生活事件分析角色扮演等方式，促进道德认知

向行为的转化。”

1.2 共生理念的教育转化

老子在《齐物论》中写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

与我为一。”在老子看来，天地与人的关系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并生”就是指人与万物普遍和谐、人与自然“共

生共在”。儿童与自然的共生始于生命意识的觉醒，儿童具

有天然“万物有灵”的共情能力，一草一木在儿童看来都是

有生命的。

共生关系的维系需要责任意识的支撑。在小水滴被污

染、浪费的大搜索中，思考环境保护的责任边界。这样的实

践将抽象的道德说教转化为具象的行动指南，使儿童从“知

道”走向“做到”。

共生理念的终极目标在于培养可持续发展意识，人与

自然是休戚相关、密不可分的。

因此建构儿童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本质上是重塑人类

文明的生态基因。通过生命联结唤醒敬畏之心，依托责任担

当践行守护之诺，最终指向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深层觉醒，这

三重维度共同编织出生态素养培育的完整图景，为培养“地

球公民”奠定坚实基础。

1.3 课时特质分析

立足整套教材，在 2022 版道德与法治课标中，本课属

于“我与自然”的环保教育主题，主要指向道德修养和责任

意识的核心素养，指向和谐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力图

培养学生责任意识。聚焦单元文本，小水滴是这单元的起始

课程，为后续课程开展进行铺垫。这一单元聚焦水、空气、

纸来展开，这些都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生命休憩与

共的存在，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起螺旋上升式的“人与自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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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概念群。基于本课内容，《小水滴的诉说》以第一人

称“我”来展开，把小水滴设计成一个有情感、有思想的存在。

教材通过“小水滴”的自述、哭泣和求助，激发学生认识水、

爱惜水的情感；引导学生能回归生活本身，践行珍惜水、节

约水的行为。

第二课时设计两个板块：“我遭遇不幸”和“快来帮

帮我”。板块一：教材以插图的形式呈现小水滴所遭遇的不

幸——小水滴从茂密的大山奔流而来，当流向高楼林立的城

市居民区、烟囱密布的工厂集中区，小河里的水越来越黑，

小水滴留下了伤心的眼泪。这一内容的编排旨在引导学生对

生活中小水滴被污染、被浪费的现象进行思考，唤起学生的

同理心，对小水滴的同情。板块二：同样以小水滴自述的口

吻，探索发现科学用水、家庭中循环用水、城市建设中创新

节水，以此来拓展学生的视野，激培养学生责任意识，践行

节水、护水行为。学生从观察日常生活经验，理解同情小水

滴的遭遇到探寻生活中节水、护水的小妙招，帮助小水滴重

获快乐，儿童与自然形成共生共在的体验圈。

2. 儿童立场：生活化教学资源的开发路径

生活化教学资源是指将儿童的真实生活经验、社会环

境和自然场景转化为具有教育价值的课程素材，通过筛选、

加工和重构形成支持教学目标达成的教育资源。其本质是让

教育回归生活本真，通过”把生活变成教材，让教材服务生

活”的双向互动，实现儿童与世界的意义联结。在《小水滴

的诉说》教学中，这类资源成为架起水资源认知与环保行动

之间的关键桥梁。

2.1 生活情境的三维捕捉

与学生贴近的生活情境主要涉及三大场域：家庭、校园、

社区，通过课前研学单让学生寻找小水滴被伤害的现象。学

生从日常生活中捕捉到的小水滴被浪费、被污染的身影源于

儿童真实可感的生活，是丰富有价值的教学资源。

2.2 具身经验的转化策略

教学活动中开发“感官体验包”：听滴水声辨水量感

知一滴一滴被浪费的小水滴；看乱扔垃圾视频感知小河被污

染；尝被随意浪费矿泉水瓶中的小水滴。多种感官调动，知

识性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

2.3 童趣话语的课程重构

本课一直将小水滴称呼为“我们的伙伴、朋友”，并

创设“帮助小水滴大闯关”的情境。对低年级的学生而言，

倾听伙伴的诉说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能够解决伙伴的困

难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从儿童视角捕捉资源，童趣

化的语言将知识性变得有趣。

3. 课堂实践：共生理念落地的教学实施

共生理念的课堂转化，需遵循“经验唤醒—深度体验—

行动外化”的认知逻辑，将生态伦理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身

化的学习历程。共生理念的课堂教学以“儿童与自然共生”

为目标，围绕“生活记忆激活、分层体验建构、实践任务迁移”

三重路径展开。

3.1 唤醒生活记忆的导入设计

课堂伊始以”我的用水时刻”照片墙展示为导入，学

生的用水被一幕幕呈现在课堂上，一下子唤醒儿童与小水滴

之间交互的生活记忆，搭建起新旧经验的联结桥梁，奠定情

感共鸣的基础。

3.2 分层推进的共生体验活动

在生活中，学生尽管有许多生活经验，但它们只是与

学生融为一体的自在的、非对象化的存在，只是学生的生活

经历。对这些经历，学生并没有自觉整理的意识。回归生活

的德育课堂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要帮助儿童整理和加工自

己的“经验”，将学生生活经验意义化。在课堂实践中，依

托情境模拟、项目探究等分层活动，引导学生在“观察—思

辨—创造”的螺旋递进中深化生态认知。

①基础层：进行水循环角色扮演游戏的游戏，请学生

扮演小水滴，与耳朵、溪流、植物进行对话，感受小水滴在

穿越高山而来的快乐。

②深化层：开展校园”捉拿漏水王”侦查行动。课堂上

针对“未及时关闭水龙头”，小水滴被浪费的现象，请同学

们小组合作体验，30 秒可以节约多少水。学生在体验的过

程中感知一滴水的力量，体会水资源的节约要靠点滴行动。

同时在课堂最后送给孩子们两条金鱼，将小组汇聚的小水滴

倒入鱼缸中，这一体验活动真正让孩子们看到了人与自然的

共生共在。回归生活的德育课堂确实更有魅力了。这种魅力

来自于这样的德育课堂在显露真实的生活。

③升华层：为建立初步的规则意识，课堂中结合《中

小学生守则》制定节水公约，通过”给水滴写保证书”这一

体验活动，将初步的节水意识落到每位同学心中，彰显个人

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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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活延伸的实践任务群

生活延伸任务群，将课堂生成的共生意识转化为家庭、

社区等多元场域中的可持续行动。

课堂发起”21 天爱水好习惯养成活动”，请同学们课

堂上将 21 天爱水小目标写在小水滴笑脸卡上，并形成班级

行动目标。课堂的实践活动继续延续到课外，浸润于日常生

活之中，人与自然共生共在的意识再一次得到升华。

三层设计环环相扣，既注重课堂内外的贯通性，又强

调认知、情感与行为的协同发展，最终实现从“知识传递”

向“生态人格培育”的范式转型

4. 具象化评价工具：架设儿童与自然的情感联结桥梁

4.1 “小水滴点赞卡”的情感激励机制

设置”小水滴点赞卡”的情感激励机制，将抽象的环

保理念转化为水滴状实体卡，及时发放强化正强化效应。在

实际的课堂教学中通过认知联结、情感增值、家校贯通的闭

环形式，潜移默化中强化学生的环保意识。首先在水滴点赞

卡上标注节水标志，例如“关闭水龙头 10S= 拯救 1 个水滴

小伙伴”，通过奖励点赞卡的形式激发学生的节水行动。其

次强化主人公意识，进行情感增值。将其与二年级学生劳动

实践中护水行动相结合，例如：集齐 5 张便可兑换“水滴守

护者”徽章，佩戴参与校园巡查。从课堂实践到浸润校园生

活再延续到家庭日常生活中，设置家庭点赞卡，家长发现节

水行为时也可奖励点赞卡，实现家校贯通的闭环。

4.2 “哭脸变笑脸”的情绪可视化评价

整堂课学生的情感体验是与小水滴共生共在的。当一个

个小水滴被浪费、污染的画面呈现在课堂时，哭泣的小水滴

也一一被呈现，此刻学生同情小水滴的遭遇，情感与小水滴

共在。当学生在随后的课堂中说出自己的爱水小妙招时，一

张张哭脸的小水滴又绽放出笑脸。这不仅仅是简单经验的分

享，更是他们拯救小水滴的手紧紧团结在一起的高光时刻，

此刻学生感悟到帮助小水滴的快乐，他们的情感体验与小水

滴共生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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