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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原理》指出：“德育就是把一定社会的思想观

点、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

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德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教师有目的地

指导活动刺激学生进行思维，激励学生去积极组织自身

的道德经验，促进学生的道德判断和道德判断能力向下

一个阶段发展。换而言之——德育是对学生心灵的培育，

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和濡染学生的心灵。

一、育德育人心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从理论和实践的

结合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进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党的基本路线

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进行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以

及正在开展的党史教育。要教育学生深刻认识和了解中

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功绩，深刻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爱国主义教育，要突出民族自尊心、自信

心和历史使命感的教育。集体主义教育，要突出奉公意

识和协作精神的培养，增强群体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在充分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可以把班会变身为德

育课堂。比如：在班会中积极引入“致敬抗疫英雄”这

一德育亮点。把主题班会变身为“学习英雄事迹，学习

英雄精神”，引导学生们围绕“平凡人挺身而出成为英

雄的故事”作为主题，由学生们制作课件，全程由学生

进行讲解。讲解后，请学生们分组讨论，共同研究，将

主题升化。学生们还通过收看《开学第一课》、《感动中

国》，学生们谈收获、谈感想、谈理想。通过育德，把礼

仪课、品德课、历史课融为一体，真正实现了“育人”

即“育德”才能育人心。开展“《红星闪耀中国》“读书

交流”班会，学生们通过读后感来阐释自己对长征、对

共产党、对红小兵的理解和感受，通过读书交流不仅锻

炼了学生的口才和文笔，而且提高了学生的思想认识，

大大地提升了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深化了学生们对党史

的认识。

二、育德育修养

文明礼仪是人的基本修养，培养学生做文明礼仪人

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内涵有修养的人才。在日常工

作中，把《文明学生标准》作为培养学生日常生活习惯

的重点，培养学生们从行为举止、礼貌礼仪、学习习惯、

生活习惯。通过悉心培养，严格要求，每个学生都怀有

自己是班级主人翁的意识，每个人都是班级卫生的创造

者和管理者。班级环境：窗明几净，桌椅整齐，学生面

貌：学生行为得体，衣装干净整洁，班级呈现良好的精

神风貌。

三、育德育心理

初中学生处于青春期阶段，既呈现出他们的情绪多

变，容易冲动，模仿性强，判断力差，行为偏激，易入

误区的特点。也有易动感情，感情丰富强烈；社会感情

形成，道德感增强、理智感和审美感正发展，因而初中

学生的心理，正处在从不成熟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因而这一时期的他们可塑性极强。

德育包含了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改变传统的说

教模式，而是通过谈话、启发、鼓励、激发等手段，引

导中学生辩证地看问题，诉诸于中学生的有益行为，让

有益于心理健康的事情在中学生头脑中得到强化，通过

移情、反向激励等方法，让中学生努力建立起美好的印

象，以使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状况趋向良好。培养中

学生自尊、自爱、自信、自强、自勉、自励、自省、自

律的良好品质。比如：利用班会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针对中学生年龄特征，采用适合的方法结合生动的事例，

寓教于乐，让学生得到积极的体验和深刻的理解。让中

学生能够较好的理解、掌握健康心理的意义和作用，运用

心理健康知识培养自己的健康心理，使学生自己成为一个

“心理健康医生”，健康的心理是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

的基础，健康的心理是促进学生提升学业的良好条件。

以德育促教育发挥初中阶段有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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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初中阶段，学生在生理、心理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初中生正值青春期，在这一阶段为学生树立良好的

三观和道德准则，对学生将来的学习和工作有着积极意义，因而初中阶段是学生的德育最关键时期。在初中阶段，

对学生开展德育教育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是中考的升学压力；另一方面是要培养健全的人格，两者互不冲突，而是

以德育促教育发挥有效作用。

关键词：德育；育人



25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12)2020,2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四、育德育家校

家长是学生的第一任老师。通过召开家长会，教师

在总结学生学业成绩的同时，更要进行德育总结。教师

与家长要相互借助力量，加强对学生的观察和教育，从

而实现家校共育。比如：家长会就是育德的最好平台。

通过召开家长会，教师和家长取得了更多的交流机会，

在不断的交流和沟通中不断探讨教育理念以及对学生品

行方面的要求，向家长传递正确的教育理念，在关注学

生学业的同时，更要关注德育养成。在家长会不方便点

名批评的特殊学生，教师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及时反

馈学生在校表现，获悉学生在家情况和思想动态，并充

分了解学生情况产生的原因，共同探讨问题的背后成因。

通过教师适时的反馈与沟通；家长及时知晓学生在校表

现，了解学生思想波动和学业成绩情况。家校合作，不

仅促成教师与家长的良性沟通，而且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有效进步。

在寒暑假中，教师给予学生们在安排假期课程作业

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安排“特殊的假期作业”――和家

长学做家务。让学生向家长学习，学会做一项家务技能。

作业要求：拍成小照片，制作成美篇，发到班级微群里

进行家庭作业展示。比如：学生向家长学做包饺子。从

和面、拌馅、擀饺子皮、包饺子学起，每一个步骤都要

有照片，都要有成果展示。一部分学生原来怀有抵触情

绪，起初是为了完成作业，应付一下。跟随父母逐步学

做的过程中，学生向家长学到了一招一式，增强了学生

自信心，获得了成就感。学生通过做家务，感受家长的

辛苦，体谅了家长的不易，极大地增进了家长与学生的

亲子关系。

五、育德育桃李

初中生正值青春期，可塑性和叛逆性都很强，是思

想性格趋向成熟的时期。这个时间段如果单纯的说教往

往会显得苍白无力。从心理学来讲，叛逆 -- 是他们获得

自我，释放自我的标志，如果以“我是正确的，你要听

我的”来逼迫学生，只会让学生更加叛逆或是彻底沉默，

剥夺了学生成长的机会。对于叛逆的学生，教师重在以

情感人。

在学生没有自我觉察的情况下，教师要用眼睛去观

察、用耳朵去聆听，用心灵去体会学生的思想动态。在

日常教学的课堂上、在课间时、在课外活动中，要细心

观察学生们的言谈举止、精神面貌、兴趣爱好、接人待

物的表现，及时地发现学生的兴趣特长，找到他的兴趣

点和闪光点。

教师对待每个学生付以真诚的情感，尊重他们感化

他们，切忌不能用否定、怀疑的眼光来观察学生，因为

初中时期的学生自尊心和自信心特别强，特别希望得到

他人的肯定与欣赏。比如：一些同学在校有不文明行为，

在班级里组织学生们开展有关“文明礼仪”班会。通过

学生们表演小品、快板书、脱口秀，把身边同学不文明

的行为变身成为一个个小故事，学生们哈哈大笑中进行

反思。通过班会的集中展示，教师通过活动发现了一些

学生的长项和闪光点，能够提升自信心。举办“读书与

理想”的演讲比赛，让每一个学生都抒发自己心中的梦

想，教师做点评时会抓住每一个教育良机，适时表扬和

鼓励学生。当着全班的同学的面，给予叛逆学生鼓舞和

鼓励，会使之向期待的方向发展和继续努力。在平常的

教育和教学中，用心去尊重他们，用心去关爱他们，做

他们的知心人，引路人。

留守生是学生中的特殊群体，由于父母不在身边，

家中老人疏于管理，学生会出现爆脏话、打扮不得体、

不及时完成作业、跟不上学校进度等现象。作为教师，

要主动找孩子谈话，了解思想情况，关心和关爱学生，

了解其遇到的困难和目前状况。为了拉近与学生的距离，

每一个用心温暖的举动，都是感化和拉近距离的小美好：

女生肚子疼用暖心的红枣姜汤来抚慰；未吃早饭却胃疼

的男生，一听热的速食八宝粥就能感动他热泪盈眶。用

真情来面对学生们的思想出现各种青春期的小波动，是

打败叛逆的最好武器。

中考，是初中学生面临的第一大考，它牵动着每一

位教师、学生和家长的神经。关注一所学校的教育，更

多的人把注意力放在升学率和优秀率。很多人却忽视了

同等重要的德育教育，甚至觉得德育教育可以忽略。实

际上，德育教育一直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更是素质教

育对学校教育的内在要求，是教师一直在践行的教育理

念。不可否认，教师在德育教育中，一直在学生生活和

学习中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既是良师又是益友，为培

养更多健全人格、拥有良好品德的学生，将学生思想道

德水平和德育水平有效提升是教师德育的最终目的。教

师作为与学生日常接触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教育工作

者，在德育教育工作开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需要

明确一点，德育教育工作并非一日之功，而“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是德育教育的长久之计，只有抓住初中阶段

这一关键时期，才能使初中生全面发展，从而发挥德育

促教育在初中阶段的有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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