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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
3 岁至 6 岁幼儿的身心发

育尚未成熟，需要成人的精心呵
护和照顾，但不宜过度保护和包
办代替，以免剥夺幼儿自主学习
的机会，养成过于依赖的不良习
惯，影响其主动性、独立性的发
展。 如何让孩子学会“自护”呢？
我想从以下几点谈起：

一、认识自己的身体 ，培养
良好的行为习惯

让孩子树立隐私感，学龄前
的孩子，总是对遮住的东西充满
好奇，这与色情无关，我们要告
诉他们：人身体上有些部位比另
一些部位更特殊， 不宜暴露；有

些事不适合当众做，但可以在卫
生间或自己的卧室做 ； 男女有
别， 有些事情男女要分开做；隐
私并不等于不好。 同时，婴幼儿
时期的孩子处于无性意识状态，
简单易懂地告诉他们生殖器官

是什么、有什么用就可以了。 从
小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当
他们独立面对生活时才会更好

地保护自己。

二、 不要一味地把危险藏
起来，让孩子认识危险

告诉孩子怎样正确地使用

刀、剪刀、钉子这些危险物品，在
生活中， 给孩子儿童安全剪刀，

学会使用方法。 用同样的方式，
让孩子学用玩具螺丝刀 、 夹子
等。 还可以教孩子认识 “扎手”
“夹手”“摔跤”等危险信号，认识
到“高”“烫”，以及如何从高处爬
下来等。让孩子了解到危险无处
不在，正确面对和掌握处理方法
才是最重要的。

开展多种形式的 “安全”活
动， 树立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把安全教育作为每天必须进行

的主题活动。 从广义的公共安
全 、家庭安全 、幼儿园安全 、安
全自救，细化到乘车安全、动物
园安全、 吃饭安全 、 睡觉安全
……让幼儿不断地吸收安全知

识，强化安全意识。 虽不能做到
万无一失， 但孩子们对自我保
护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 在突发的应急状态下，
培养幼儿的自护能力

培养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 ,
牢记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 ,学会
打应急电话 ,了解急救的基本常
识，掌握基本的逃生技能等。

青春是可贵的，生命是无价
的。 只有让孩子远离危险、学会
爱护身体、保护自己、珍惜生命，
才能创造他们更美好的未来！

（信阳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
园 蔡慧敏）

思政课要在接地气上下功夫
凉山火灾牺牲的消防员、登

上春晚的道德模范、博士论文造
假的明星演员……在哈尔滨市
第十三中学，90 后教师孙晓宇将
一系列社会热点引入思政课课

堂；讲台下，00 后学生在“你一言
我一语 ”的讨论中 ，增强了对思
想道德建设的理解。 近年来，我
国中小学思政课改革逐步推进，
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通过创设
情境、案例剖析 、网络微课等多
种教育教学创新，越来越活的形
式，越来越接地气的表达 ，让思
政课迎来新的“打开方式”。

思政课是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渠道的主导性课程，渗透着科
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规

律。 思政课教学是各种思想观念
的交流 、交融 ，学生在教师的启
发下建构自我精神世界。 要遵循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的

原则， 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合
作学习、深度学习主动进行意义
建构。 借助知识、文化的熏陶和
濡染，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
正确的思想观念，逐步实现将思
想政治理论 “内化于心 ，外化于
行”的育人目标。

如何更好打造接地气的思

政课 ， 取得较好的创新育人效
果？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努力。

思政课教学要把基本原理

同相关历史进程 、 当前社会热
点 、全球潮流大势 、区域焦点事
件等紧密联结 ， 运用联系的观
点、发展的观点、辩证的观点，从
因与果、主与次、部分与整体、现
象与本质等逻辑关系入手，化抽
象为具体 、变复杂为简约 ，从而
提升思想政治教学的说服力、亲
和力、技巧性和实效性。 随着我
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扩大、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
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 选择性、
多元化日益增强，各种思潮不断
涌现。 与学生的社会阅历水平和
接受认知能力相比，某些政治概
念和原理本身确实具有抽象性、
概括性的特点，需要教师积极主
动地了解学生关注的某些社会

热点问题与现象，鼓励学生畅谈
个人观点与立场。 同时要从育人
的高度站位进行专业性、针对性
的剖析评价与正确方向的引领，
立场鲜明地批判社会上的消极

现象、低级趣味、负面事件，剔除
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思

想观念，筑牢思想堤坝。 帮助学
生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

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
地指导个人的生活实践，逐步改
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思政课教学要联系学生的

思想实际 、生活实际 、知识实际
与价值取向，设身处地从学生的
立场与视角来观察，以学生的心
灵和观点来思考。 立足于校情、
学生需求 、 就业趋势和时代脉
搏，“以人为本”的标语口号应该
真正落地， 基础教育课程包括
思想政治课既要为学生当下的

生命生活质量服务 ， 更要为学
生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基 。 倡导
教育理论与学生的认知规律结

合 ， 政治教育与社会现实相结
合，基本原理与史实 、与社会热
点相结合 ， 宏观理论架构与微
观学生个体接受相结合 。 教育
理论和施教方式只有真正深入

并洞察学生的内心世界，与学生
的心灵对接与沟通 、 共情与共
鸣，才可能达到学生由“知”“情”
“意”到“行”的实质性转化，真正

实现“立德树人”。
思政课教学要尝试设计跨

学科的综合性 、开放性 、探究性
问题 ，重视学科之间横向 、纵向
等多维度 、多向度 、多层次的联
系，实现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的同
向同行、协同效应、素养共生。 任
何课程的教学都蕴含着教育的

因素，使学生获得某种实际知识
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着眼于培
养学生的道德品质。 思想政治学
科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和指导性，
相关学科内容可以为思想政治

学科提供佐证和依据。 在培育学
生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大背

景下 ， 深刻变革现有的学习方
式 、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 ，使教
与学由 “浅层 ”走向 “深层 ”，由
“点”走向“线”与“面”。 尝试打破
学科壁垒、融通各科知识技能解
决复杂情境问题，通过跨学科主
题学习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开放性视野、综合贯通能力和创
新能力。 注重培养学生的可迁移
技能，把学到的知识技能用于解
决实际问题，才称得上具备了学
以致用、融会贯通的素养。

（韩宝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