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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角色体验法开展少先队体验教育的实践研究
周雅清

（郑东新区龙岗小学，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在少先队体验教育中，感恩教育必不可少。而在感恩教育中，角色体验法能让少先队员们换位思考，他们不是被动地被输入

感恩意识，而是主动地发生内在的变化，从而懂得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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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思路

（一）家校合作

本次研究依托少先队活动课开展进行，由中队辅导员指导完

成，但角色体验活动须在家里完成，家长的配合与帮助必不可少。

在这次活动中，家长要与孩子进行角色转换，他们还需要帮助孩

子完成收集资料的任务。

（二）活动评价

本次实践活动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教师评

价与学生评价相结合，既要看孩子们搜集资料的详实度，又要看

他们心灵感悟的深刻性，还要参考不同评价主体的意见，对这次

活动进行综合评定，检测活动开展的有效性。

（三）榜样评选

在学校开展“最美孝心少年”的活动，评选出受到大家一致

认可的“最美孝心少年”，用榜样的力量感染队员。

二、研究方法

（一）实验研究法

本次活动通过在实验中队中开展角色体验活动，对比活动体

验前后队员对父母的了解、体谅度、感恩度等数据，检测角色体

验法在感恩教育中是否有效。

（二）问卷调查法

在角色体验活动前和活动后分别开展问卷调查，问卷中的问

题和调查对象不变。通过数据的比对，分析本次活动开展的有效性。

（三）个案研究法

本次活动以两个典型队员为案例，通过对比这两名队员在活

动前后产生的变化，检验实践方法的有效性。

三、研究过程

随机选取了三个中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活动前

1. 问卷调查。通过问卷的方式，调查孩子们对家长的了解、

态度和情感。三个实验中队的队员参与了这次问卷调查，共118人，

有效问卷 113 份。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有三分之二的队员对

父母还不够了解；有 23%的孩子认为与父母的关系不好；多数孩

子在家里很少做或不做家务；在父母需要安慰和照顾时，还不能

替父母分忧；当父母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时，多数孩子会生气。

2. 辅导员动员。为了让队员们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由中队

辅导员为队员们做动员工作，布置一项特殊的体验活动——今天

我来当家长”。活动前给孩子们规定好，一定要真实地去体验，

不能只是做样子。同时通过家长群与家长沟通，转换角色，帮助

孩子完成体验活动。

（二）活动中

1. 活动中留存资料。为了保证孩子们是真正地参与了角色体

验活动，要求队员们在活动的过程中要留存资料，并精选照片上

传至家校本中。

2.活动分享。由于疫情原因，整个活动分享我们采取云分享，

由中队辅导员引导孩子们在云队会课上分享自己的体验活动，并

引导孩子们说出自己的感受。辅导员适时援引例子，升华情感，

让孩子明白父母的不易，懂得感恩。在队会课中，我们设置了一

个小活动，让孩子们在角色体验之后，写出自己的心灵感悟。

（三）活动后

1. 问卷调查。为了了解这次角色体验活动的效果，在活动后

我们又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通过与第一次的问卷作比较，我们

发现实验中队的孩子们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活动后，同一份问卷，第1、2、3、4、5、7、8、9、10、11题，

选项为 A的人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多。这说明角色体验活动有效

地增进了孩子们对父母的了解与理解，他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有了

一定程度的改善或更加亲密，孩子们对父母的感恩之情有了升华。

2.孝心少年。为了巩固这次活动的成果，我们在全校范围内，

开展了“最美孝心少年”的活动，每个中队推选出一名“孝心少年”

进行校级评比，最后，由队员投票选举出学校“最美孝心少年”

张雅馨，在全校推广他的事迹，产生了积极地影响。

四、研究结论

本次活动通过问卷调查、家校合作、少先队活动课、校园评

选等手段，对队员们产生了积极影响，达到了感恩教育的目的。

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 在少先队体验教育中，角色体验法对于培养孩子的感恩之

心具有可行性、科学性和高效性。

2. 在感恩教育中，家校合作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是最好的教育

途径。

3. 榜样模范对少年儿童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让队员

们亲身参与榜样模范的评选更加具有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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