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级品德与社会教案(精选7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
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五年级品德与社会教案篇一

五年级学生正处于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求知欲强，他们对
自我、他人、家庭、社会有了一些浅显的认识，养成了一定
的好的行为习惯，随着他们社会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进一
步认识了解社会和品德的形成成为迫切的需要。因本课程的
开放性、活动性、实践性较强，绝大部分学生乐于这一门课
程的学习，能积极参与到本课程的课内外的学习活动中去他
们但缺少社会经历。

教材采用单元编排、主题统整的方式来构建教材体系。五上
教材以单元编排的.方式，每个单元反映生活的一个侧面，突
出一个鲜明的教育主题，本册教育内容由四个单元构成。单
元主题下设课文主题，每个课文题均来一个引导学生学习、
研讨的话题，下面又生成多个小话题。

1、引导学生走进家庭深处，走进父母的内心世界。

2、引导儿童进入公共生活，探索中国公民教育的范式。

3、呈现历史的“人化”，引导儿童走进历史。

4、引导儿童逐步完成两个自我的分化。

5、引导儿童逐步建构起共生型的人格。

6、通过历史与文化的启蒙引发对祖国的认同感、归属感，。



“我们的民主生活”和“我爱祖国山和水”这一教育主题是
本册教材的重难点，引导儿童逐步完成两个“自我”的分化；
向儿童呈现他们生活中的各种关系，让他们从这种关系中去
理解和体验，引导儿童逐步建构起共生型的人格；通过对祖
国山河了解，对学生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引发学生对祖国
的认同感、归属感等等。

1、力求突破知识单一的传统模式，注重促进学生的情感、态
度、价值观、能力、知识在相互联系中得到和谐发展，以较
好地落实“三维”目标。

2、根据本校的实际和学生的实际生活，加强课程资源的开发，
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3、进上步加强本课程开放式教学方式的课题研究，通过艺术、
活动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情景教育。培养学生明辨是非的
能力。

4、通过书面、口头调查的方式，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

5、为了使学生真正体味本课程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就力求
尽可能提供学生参与、亲身体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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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品德与社会教案篇二

本班本学期共有同学64人，其中男生：31人，女生33人。同
学思维活跃，集体观念强，活动积极性非常高，有爱心，敢
于表示自我，个性好强，但不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不善于
反省自身，爱模仿电视明星，常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出现错误。

贯彻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的思想和具体目标，全
面完整地体现《品德与社会》课程规范的要求。体现综合课
程的特点。依据儿童特定发展阶段的认识方式和特征，采用
与相适应的，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同学主动参与多种学
习活动创设具体途径，使他们从中获得知识，形成能力，掌
握学习战略。《品德与社会》教科书采用的是"主题构建"方
式。采取的是讲故事的形式，通过讲故事完成《课程规范》
中的教学内容要求。

1、围绕儿童生活，符合儿童情趣。

2、注重已有经验，贴近实际生活 。

3、强调体验参与，引导学习活动

4、体现综合主题，规格合理适度。

5、单元组织教材，突出同学主体

引导同学体会生命中的"爱"——家人的爱，社会的爱，认识
人类社会对生命的尊重，体会自身生命的可贵，学会积极的
心态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引导同学在体验，观察中体会规则的重要性，知道各种规则



既制约着我们的行动，又保证了我们的权益。

了解国家所蒙受的羞耻，激发青少年的忧患意识，激励他们
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为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而不懈努
力。

通过生动的事例，协助同学懂得科学技术是"双刃剑"，树立
科学的道德观，培养同学的人文精神。

让同学体会世界经济的发展与联系极其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
响，意识到开放的世界充溢机遇和挑战。

必需注重与同学和社会的联系

1、教材的编写不可能是针对所有学校同学，以所有同学的社
会生活为基础的。

《品德与社会》课程规范中强调"必需以儿童的社会生活为基
础"，强调让儿童"从自身的世界动身，用自身的眼睛观察社
会，用自身的心灵感受社会，用自身的方式研究社会"。这就
意味着教材的使用必需与同学和社会联系起来。所以教材仅
仅是教学的"范例"。

2、教材的出现方式，也不像思想品德课本那样提供了教学的
大致过程。《品德与社会》课程的社会性和地域性，要求
《品德与社会》教材的必需开放。开放性的课本内容势必需
要教师和同学一起补充，使教学加强与同学和社会的联系。

必需注重同学的实践

实践是小朋友最好的老师。德育，最重要的是研究人的德行
的形成规律。人的德行必需在自然的活动中形成，这是德行
形成的第一个规律。笼统的道德戒律光靠说教是不能深入人
的心灵的，是不能为人所掌握的。



（三）注重同学的自我反省，让导行落到实处。

1，掌握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用钢笔写字并养成习惯。

2，培养浓厚的朗读兴趣，养成良好的朗读，背诵的习惯。

3，能有选择的阅读课外书籍，培养课外阅读的兴趣，养成读
书做笔记和随时使用工具书的习惯。

4，培养专心听他人讲话的习惯；能够当众说话，声音响亮，
态度大方，语句简洁完整。

5，培养课前预习课文，上课认真听讲，积极考虑，做好笔记
的习惯。

6，培养课后按时完成作业，书写整洁的习惯。

7，培养留心观察生活的习惯。

1，对毛俊杰等喜欢打闹的同学，引导其明白生命的可贵，珍
爱生命。

2，引导计智慧等不爱科学的女生，树立科学的道德观。

3，用"学校里的红绿灯"教育常犯纪律的张浩然等，使其明
白"规则"的重要性。

积极参与教研活动，认真听课与评课；投身课题研究，不时
提高业务水平；辅导同学积极参与学科竞赛活动。

第一单元：爱美丽的生命 3课 10~14课时

第二单元：规矩与方圆 3课 7~9课时

第三单元：不能忘记的历史 4课 8~12课时



第四单元：科技发明新生活 4课 7~9课时

第五单元：商品带你看世界 4课 9~12课时

总计： 41—— 56课时

五年级品德与社会教案篇三

班上的学生能听从教师的教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听从
老师教诲。有一定的集体荣誉感，能积极完成学校交给的各
种任务；有一定的自理能力，懂得与同学友好相处。但部分
男生自制力差，责任心尚未形成，对待学业得过且过。总之，
引导本班同学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及行为习惯迫在眉睫且任
重道远。

1、成长的快乐与烦恼；2、追根寻源；3、独具魅力的中华文
化；4、我们生活的地球。

教材采用单元编排、主题统整的方式来构建教材体系。本册
教育内容由四个单元构成。单元主题下设课文主题，每个课
文题均来一个引导学生学习、研讨的话题，下面又生成多个
小话题。本册教材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教育性。品德与社会课担负着道德人格培养的任务。在本
册教材中，主要进行以下方面内容的教育：以多种形式促进
这两个我的对话，引导儿童逐步完成两个“自我”的分化；
向儿童呈现他们生活中的各种关系，让他们从这种关系中去
理解和体验，引导儿童逐步建构起共生型的人格；通过历史
与文化的启蒙，对学生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引发学生对祖
国的认同感、归属感等等。

2、综合性。本册教材几乎涵盖思想品德、历史、地理、社会
等多方面的内容。所有这些内容都是通过“个人——人与
人——人与社会”这条主线来串联的，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



教学线索。

3、参与性。为了使学生能真正体味到教材所要表达的思想、
观点，就需要为学生提供自己亲自参与、亲身体验的机会，
本册教材中设计了大量的问题、案例，让学生参与，让学生
仿佛置身于真实的社会场景中，通过学生与家庭、学生与学
校、学生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事例以及对这些事例的认识与
实践来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4、直观性。本册教材呈现的是一页页文字与画面有机融合的
版面，力图通过各种精选的图画、照片、示意图、地图和表
格等，来最大程度地阐述教材所要反映的思想、意图。

1、全面把握课程目标。在教学中通过多种教学活动、帮助学
生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提高适应和参加社会的能力，掌握必备的基础知
识。

2、丰富学生的生活经验。在教学中积极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
经验，结合学生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共同探究学习主题，
不断丰富和发展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在获得内心体验的
过程中，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价值观。

3、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4、教学时要注重与其它学科教学内容的紧密结合，注重与学
生生活和社会的联系，要教学和学生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5、尽可能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丰富课程资源。

周别 教学内容和课时

1 第一单元成长的快乐与烦恼



1 生活中的快乐（3课时）

2 拥有好心情（3课时）

3 尝尝苦滋味（2课时）

4 第二单元追根寻源

5 吃穿住话古今（一）（2课时）

6 吃穿住话古今（二）（2课时）

7 火焰中的文化：陶与青铜（3课时）

8 汉字和书的故事（4课时）

9 第三单元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

10 伟大的先人（2课时）

五年级品德与社会教案篇四

五年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是家里的小皇帝，是全家人
的核心，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们的依赖性很
强。他们正处于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求知欲强，但缺少社
会经历。教学时要注重对他们进行学做集体小主人，爱护集
体荣誉、热爱祖国、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勤劳、节俭、文
明、礼貌等思想教育，努力把学生培养成综合素质较强的有
用人才。

1、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懂得勤劳是美好生活的源泉，学
做集体小主人，爱护集体荣誉培。人人争做我是小小主人翁。

2、了解祖国悠久的历史，懂得讲文明、有礼貌是做人的基本



品质，自觉遵守公共道德，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好学生。

3、向人民英雄致敬，勿忘国耻，培养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能够虚心听取他人意见，树立敢于向困难挑战的信心，遇到
失败和挫折不灰心、不气馁。

4.：自尊自爱，不骄傲自满，心胸开阔，不计较小事，不为
小事生气。

5、引导儿童逐步完成两个自我的分化。

6、引导儿童逐步建构起共生型的人格。

7、通过历史与文化的启蒙引发对祖国的认同感、归属感。

1.根据本校的实际和学生的实际生活，加强课程资源的开发，
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2.进上步加强本课程开放式教学方式的课题研究，通过艺术、
活动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情景教育。培养学生明辨是非的
能力。

3.通过书面、口头调查的方式，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

一周一课，其间也可安排一些劳动，踏青、参观、调查等实
践活动。

周次：教学内容

1-3周：好大一个家

4-6周：壮丽的山河

7-9周：祖国各地的环境与生活



五年级品德与社会教案篇五

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良好品
德的形成和社会发展的综合需要，教材以《新课程标准》为
基础，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充分利
用和开发地方教育资源，创造性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
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多种学习活动、掌握学习方法、形成学习
策略。

本学年本班有学生17人，根据对学生的摸底学生品德素质不
够好，行为习惯也有待于提高，社会知识了解的很少，综合
能力素质较差需要再今年的教学工作中进行改善。

1、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养成自尊自主、乐观向上、热爱科
学、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的态度。

2、在生活中养成文明礼貌、诚实守信、友爱宽容、公平公正、
热爱集体、团结合作、有责任心的品质。

3、初步形成民主、法制观念和规则意识。

4、热爱祖国、珍视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尊重不同国家和
人民的文化差异，初步具有开放的国际意识。

5、关爱自然，感激大自然对人类的哺育，初步形成保护生态
环境的意识。

6、能够初步认识自我，控制和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初步
掌握基本的自护自救的本领。养成良好的生活和行为习惯。

7、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见解，能够倾听他人的意见，
能够与他人平等地交流与合作，学习民主参与集体生活。



8、学习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认识、分析社会事物和现象，尝
试合理地、有创意地探究和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学习对生活
中遇到的道德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

9、初步了解儿童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初步理解个体与群体的
互动关系。了解一些社会组织机构和社会规则，初步懂得规
则、法律对于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意义。

10、了解一些基本的地理知识，理解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
依存关系，简单了解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

1、全面把握课程目标，改变过去偏重知识学习，忽略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的教学观念，通过多种教学活动，
掌握必备的知识。

2、善于调动和利用学生已有的经验，结合学生现实生活中实
际存在的问题，共同探究。

3、创设学习情境，灵活选用教学组织形式为学生的自主学习
和生动活泼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

4、充实教学内容，从教科书扩展到学生的整个生活空间，把
教学内容与本地区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关注社会新的发
展和变化，增进课程内容的现实性和亲近感。

5、拓展教学空间，不局限于学校和课堂，创设条件尽可能向
社会延伸。让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体验社会生活，在理
解和感悟中受到教育。

周次

教学内容

一善待他人



二男生女生

三与友同行

四好大一个家

五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

六民族团结一家亲

七艰辛的求索

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九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十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十一寻访伟大的古代文明翻开新的一页

十三从小村庄看大变化

十四我的中国结

十五复习备考

附：个人教研安排

时间

教研内容

二、三月份确立研究主题

四月份强化培养学生探究品德



五月份做一次品德探究活动

六月份复习备考

五年级品德与社会教案篇六

上学期教学中学生对地理类相关知识的学习尤其感兴趣，对
历史类教材兴趣相对弱。本期，我在教学时将从激发学生的
兴趣入手，设计更多的体验活动，注重对他们进行学做集体
小主人，爱护集体荣誉、热爱祖国、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热爱和平、勤劳节俭、文明礼貌、热心助人等思想教育，努
力把学生培养成综合素质较强的有用人才。

教材分为三个单元，16课。第一单元《锦绣中华在我心中》，
第二单元《农业文明的历史发展》，第三单元《迅猛发展的
现代工业》。

2、知道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屈辱和
危害，知道中国人民，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救亡图存
的抗争事例，爱戴革命先辈。通过这些历史激发孩子们的忧
患意识，从而激励他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富不忘本，
为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而不懈努力从小树立奋发图强的
爱国志向。

3、让学生知道战争的危害，明确和平的重要意义，知道全世
界人民渴望和平，知道联合国组织和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的
贡献，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维护和平所做出的贡献。

4、让学生了解农业文明的历史发展，及通过课题研究《蒸蒸
日上的新农村》来感受现代农业的变化，懂得珍惜劳动成果。

5、使学生了解地震等自然灾害，知道灾难时必须要互帮互助，
众志成城。并且学习自救自护的小常识，明确保护环境的重
要意义和科技所带来的便利。



6、通过研究课题《体验工作流程》，让学生学习了解现代工
业的变化。

1、加强对教材的钻研，采用多样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

2、根据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生活，引导学生多看、多听、
多问、多说、多疑来发现生活的美，感受现代生活。

3、通过体验、观看、交流、查询、了解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
行情景教育。培养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

4、通过书面、口头调查、网上查询等多种方式，让学生感受
生命的可贵、法律的重要、科学给我们带来的便利生活。

（一）必须注重与学生和社会的联系1．教材的编写不可能是
针对所有学校学生，以所有学生的社会生活为基础的。 《品
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中强调“必须以儿童的社会生活为基
础”，强调让儿童“从自己的世界出发，用自己的眼睛观察
社会，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社会，用自己的方式研究社会”。
这就意味着教材的使用必须与学生和社会联系起来。所以教
材仅仅是教学的“范例”。 2．教材的呈现方式，也不像思
想品德课本那样提供了教学的大致过程。《品德与社会》课
程的社会性和地域性，要求《品德与社会》教材的必须开放。
开放性的课本内容势必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补充，使教学加
强与学生和社会的联系。

（二）必须注重学生的实践实践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德育，
最重要的是研究人的德行的形成规律。人的德行必须在自然
的活动中形成，这是德行形成的第一个规律。抽象的道德戒
律光靠说教是不能深入人的心灵的，是不能为人所掌握的。

（三）注重学生的自我反省，让导行落到实处。

1、第1周祖国各地不同的生活



2、第2周多种多样的住房

3、第3周各具特色的交通工具

4、第4周中华美食名扬天下

5、第5周多姿多彩的中华服饰

6、第6周语言文化与节日文化

7、第7周锦绣中华在我心中

8、第8周我们的衣食之源

9、第9周农业大家庭

10、第10周面对自然灾害

11、第11周“考察”农业的历史

12、第12周蒸蒸日上的新农村

13、第13周生活中处处有工业

14、第14周我们的生活在变化

15、第15周我国工业的发展

16、第16周体验工作流程

五年级品德与社会教案篇七

本册教科书包括4个单元，14个活动主题和一个研究课题，主
要综合了《课程标准》中“我在成长”、“我与学
校”、“我的家乡”、“我是中国人”、“走近世界”等方



面的教学内容，力求突破知识单一的传统模式，注重促进学
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能力、知识在互相联系中得到和
谐发展，比较好地落实“三维目标”，教材采用单元编排、
主题统整的方法来构建教材体系，本册教材主要呈现以下特
点：教育性、综合性、参与性、直观性。

1、引导学生对学习的目的和意义，教师工作的社会意义，小
学生在学校工作中的责任与义务，我国的自然概况，我国不
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风民俗，我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
以及科学技术与人们的生活、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探究。

2、使学生感受学习生活的快乐，热爱学习，尊重老师的劳动，
增强作为学校小主人的责任感。

3、加深对祖国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的了解，体验热爱国土的
情感，增强民族自豪感，尊重和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尊重
和理解不同地区的生活习惯。

4、培养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精神，自觉抵制各种迷信活动。

5、引导学生采用实际调查、动手操作、查阅资料、分析比较、
讨论交流等多种探究方式，培养学生探究精神、实践能力和
创新意识。

1、对`话教学策略。

2、活动化教学策略。

3、体验性教学策略。

第一单元5课时

第二单元8课时

第三单元12课时



第四单元9课时

研究课题3课时

预计37课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