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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考核评分制度

——班级管理的有效策略

钟坤宏

梅州市蕉岭县晋元中学　广东梅州　514145

摘　要：德育工作是中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德育考核评分制度是落实德育工作的重要手段。本文从中学班主任的角

度出发，探讨德育考核评分制度在班级管理中的应用，分析其在培养良好班风、激励学生自我管理、提升班级凝聚力等方

面的作用，同时提出完善德育考核评分制度的建议，以期为中学德育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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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学阶段，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德育

工作对于他们的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班主任作为班

级管理的核心力量，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

要任务。德育考核评分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能

够帮助班主任更好地开展德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因此，深入研究德育考核评分制度在

班级管理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德育考核评分制度的内涵与意义

1.1 内涵

德育考核评分制度是通过制定一系列明确的德育评价

标准，对学生在思想品德、行为规范、学习态度、集体活

动参与等方面的表现进行量化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给予

相应的分数评定。这种制度旨在通过具体的量化指标，客观、

公正地评价学生的德育表现，从而引导学生自觉遵守行为

规范，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1.2 意义

1.2.1 明确德育目标：德育考核评分制度将抽象的德

育目标具体化为可操作的评价指标，使学生清楚地了解自

己在德育方面的努力方向，增强了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

1.2.2 激励学生自我管理：通过考核评分，学生能够直

观地看到自己的表现与他人之间的差距，从而激发他们的

自我管理意识和竞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改进自己的行为，

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1.2.3 促进班级凝聚力的形成：德育考核评分制度不仅

关注个体表现，还强调集体荣誉感。班级的整体考核成绩

与每个学生的努力息息相关，这有助于增强学生对班级的

归属感和责任感，促进班级凝聚力的形成。

2. 德育考核评分制度在班级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2.1 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

1. 全面性：考核标准应涵盖思想品德、学习态度、行

为规范、集体活动参与等多个方面，确保对学生进行全面

评价。例如，在思想品德方面，可以考察学生的诚信意识、

团结友爱、尊师敬长等表现；在行为规范方面，可以关注

学生的课堂纪律、校园礼仪、卫生习惯等。

2. 可操作性：考核标准应明确具体，易于操作和量化。

例如，对于课堂纪律的考核，可以规定迟到一次扣 1 分，

课堂发言积极加 1 分等具体细则。

3. 动态性：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班级实际情况，考

核标准应具有一定的动态性，适时进行调整和完善。例如，

在初一年级，重点考核学生的适应能力、行为规范；在初

二年级，可以增加对学习态度、集体荣誉感等方面的考核。

2.2 建立公平公正的考核机制

1. 多元主体评价：德育考核评分应由班主任、科任教

师、学生代表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避免单一评价主体带

来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班主任负责总体协调和监督，科任

教师从学科教学的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课堂表现进行

评价，学生代表则从同学的角度对学生的日常行为进行评

价。2. 透明公开：考核过程和结果应公开透明，让学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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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了解自己的得分情况和扣分原因。班主任可以定期公

布学生的考核成绩，并对有疑问的学生进行详细解释，增

强学生对考核制度的信任感。3. 及时反馈：考核结果应及

时反馈给学生，以便学生能够及时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班主任可以根据学生的考核成绩，

有针对性地进行个别谈话或集体教育，帮助学生改进不足，

发扬优点。

2.3 通过德育考核提升学生能力

2.3.1 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德育考核中，班主任可以通

过设置班级岗位、分配任务等方式，让学生承担一定的责任。

例如，安排学生轮流担任值日班长，负责班级一天的事务

管理；安排学生负责班级的卫生清扫、黑板报制作、图书

角管理等工作。通过让学生承担这些责任，培养他们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行为对班级和他人的重

要性。

2.3.2 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在德育考核过程中，学生

之间需要进行互评和交流。例如，在小组评价中，小组成

员需要共同讨论每个成员的表现，给出评价意见；在班级

总结中，学生需要向全班同学汇报自己的德育表现和收获。

通过这些活动，学生能够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表达自己

的观点，提高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2.3.3 增强学生的自我激励能力：德育考核结果可以作

为学生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激励学生积极进取。班主任

可以根据德育考核成绩，评选出“德育之星”“优秀学生

干部”“文明学生”等荣誉称号，并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

对于考核成绩不理想的学生，班主任要给予鼓励和帮助，

引导他们树立信心，努力改进。通过激励机制，让学生看

到自己的进步和成长，增强自我激励能力，形成积极向上

的学习氛围。

2.4 运用考核结果进行班级管理

1. 激励先进：对于考核成绩优秀的学生，班主任可以

给予适当的奖励，如颁发荣誉证书、奖品，或者在班级中

进行公开表扬。这些奖励措施能够激发学生的荣誉感和自

信心，鼓励他们继续保持良好的行为表现。2. 帮扶后进：

对于考核成绩较差的学生，班主任应深入了解其原因，给

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可以通过个别辅导、结对帮扶等方式，

帮助他们改正缺点，提高德育表现。同时，要注重保护学

生的自尊心，避免公开批评和指责。3. 促进班级文化建设：

将德育考核评分制度与班级文化建设相结合，营造积极向

上的班级氛围。例如，根据学生的考核成绩评选“德育之

星”“文明小组”等荣誉称号，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和行为规范，形成良好的班风。

3. 案例分析

以我校七年级（2）班为例，该班在实施德育考核评分

制度后，班级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班主任制定了详细的

考核标准，涵盖思想品德、校风校纪、学习态度、行为规范、

制作手抄报、出黑板报、写文章、集体活动参与等多个方面，

并建立了由班主任、科任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的考核小组。

考核结果每月公布一次，并根据学生的考核成绩进行相应

的奖励和帮扶措施。

实施德育考核评分制度后，该班学生的纪律性明显增

强，迟到、早退现象基本杜绝，课堂纪律良好，学习氛围

浓厚。班级凝聚力也得到了提升，学生积极参与班级活动，

班级在学校的各项评比中多次获得优秀班级的称号。通过

个别访谈了解到，学生普遍认为德育考核评分制度使他们

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增强了自我管理意识，同时

也感受到了班级的温暖和力量。

4. 完善德育考核评分制度的建议

4.1 加强教师培训

班主任和科任教师是德育考核评分制度的实施者，他

们的专业素养和教育理念直接影响制度的实施效果。学校

应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对德育考核评分制度的认

识和理解，帮助教师掌握科学的评价方法和技巧，确保考

核过程的公平公正。

4.2 注重学生参与

学生是德育考核评分制度的主体，应充分尊重学生的

主体地位，鼓励学生参与考核标准的制定和考核过程。通

过学生参与，增强学生对考核制度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同

时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和合作精神。

4.3 与家庭教育相结合

家庭是学生德育的重要场所，德育考核评分制度应与

家庭教育相结合，形成学校与家庭的教育合力。班主任可

以通过家长会、家访等形式，向家长介绍德育考核评分制

度的内容和意义，争取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同时，鼓励家

长在家庭中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德育教育，共同促进学生的

成长。



教育发展研究 7 卷 6 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274

4.4 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学生在性格、兴趣、学习能力等方面存在个体差异，

德育考核评分制度应充分考虑这些差异，避免“一刀切”

的评价方式。对于表现优秀的学生，可以适当提高考核标准，

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对于表现较差的学生，可以适当降低

考核标准，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帮助他们逐步提高。

德育考核是中学班级管理的有效策略之一。

5. 结论

德育考核评分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班级管理策略，在

中学德育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考

核标准、建立公平公正的考核机制以及运用考核结果进行

班级管理，能够有效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

规范，促进班级凝聚力的形成。然而，德育考核评分制度

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学

校和班主任应加强教师培训，注重学生参与，与家庭教育

相结合，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充分发挥德育考核评分制度

的优势，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德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德育考核评分制

度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班主任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

班级特点，灵活运用多种德育方法和策略，不断探索适合

学生的德育模式，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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