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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情你愿 立德树人
李惠萍

（广东省东莞市可园中学，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情不达则理不通”，处理好师生关系，我们的道德与法治教育就成功了一半。本文试着从老师要懂人情、有才情和精教情

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自己的做法，期望能引起同行们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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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英文单词 Education 是哲学家苏格拉底首先提出来的，

是三个词根的拼写，“E”是向外的意思，“duce”是引导，“tion”

是名词，引导出来。所谓教育，就是把一个人的内心，真正引导出来，

建构起来，帮助他成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教育的真谛不仅在于知识教育的实现，更在于生命教育的达

成，教育使人获得理解、感受、懂得、追求、创造幸福生活的能力。

我认为好的道法老师要具有“三情”：即懂人情、有才情、精教情，

才能达成我情你愿，立德树人。

一、懂人情；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情不达则理不通。一个懂人情的

老师，一定是具有以下神奇力量的人。

（一）有亲和力

北师大教授林崇德说：“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热爱别人

的孩子是神圣。”沸洛姆说：“只有爱那些与我利益无关的人，

爱才会开始展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是最有效的教育。而

教学的本质是情感的交流，是思维的互动，是心灵的对话与沟通。

只有师生之间有了人情，才能产生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学生尊其师、

听其言、乐其教、信其道。植物有趋光性，学生有向师性。

（二）有好心情

每次进课堂，我是很少带不良情绪进去的，总是脸带微笑，

讲课时也注意运用积极的肢体语言，我一般会走进学生中间，零

距离与学生互动；情绪积极而且饱含激情，话语充满热情和励志，

总能把学生带进一个想奋发、想努力的境地。

除了自己时刻保持良好情绪外，在课堂上，我的情绪也极少

受到不良影响，这不是说我没有喜怒哀惧，遇到不快或令人愤怒

的事情，我也会有相应的表现，但我会很快平复下来，想着他们

毕竟是孩子，没必要和他们计较，从而从容淡定面对一切。

比如有次上课有一学生屡叫不醒，百般无奈之下，我调侃道：

我真的叫不醒一个一味只想睡的人。意味深长的话语与表情让睡

觉的孩子有点不好意思了，整节课基本能保持该有的状态。

情绪具有相通性和感染性，良好的情绪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

性，激发思维和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能传递给正处于青春期、

情绪情感都异常丰富，同时也容易冲动的孩子们一个信息：处理

情绪的速度就是成功的速度。

（三）有一个细腻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这就让我想起我们班的陈浩林和陈湘虎两个史上最难搞的“熊

孩子”，毕业时他们依依不舍的眼神以及毕业后和我在微信上的

温情互动。“老师，我很想你，我想回去看你”“李哥，我去惠

州上学了，有时间会回来看你的”。我认为好的老师应该从情感

入手，让自己的课堂有温度，有温情，自己成为一个温暖的人，

极度保护孩子的自尊和自信。

二、有才情，制造课堂兴奋点

（一）有广博的学识

天文地理生史哲物化外，我们都要懂一些，道法这门课具有

思想性、人文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特点，一个没有综合性知识

的道法老师是很难唤醒孩子的求知欲和向师性的。

我平时每天书报读一些，自己订了《羊城晚报》，网络新闻

每天必看一些，带上必备的最新鲜的时政走进当天的课堂和孩子

分享；见缝插针阅读《读者》《意林》《教师博览》《国家地理》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思想政治课教学》、等等一些和孩子生

活比较贴近和专业方面的书籍；同时博览群书，季羡林老先生的

《我的人生感悟》《缘分与命运》、柴静的《看见》、龙应台的《亲

爱的安德烈》《目送》等和一系列世界名著。

比如，在讲到“我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时，我在

黑板上写出了下列英文：Developing Country 和 Developed country，

让孩子双语辨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讲关于环保问题时涉

及“APEC 蓝”，我写了“Asia Pacific Enconomic Cooperation”这

让孩子对我的看法大为改观，佩服之情溢于言表。

（二）具有敏锐的观察力

做为一个道法教师，从教育的眼光看世界，从世界的角度看

教育。在教学中，教师应有见微知著的敏锐，他能够从孩子瞬间

的表情、细微的眼神、不经意的动作……感受到孩子的内心世界，

从而抓住教育的契机；道法课本身就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的课程，

更需要老师教会孩子们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三）有浪漫的气质

我认为，作为一名道法老师一定要有作家的情怀和诗人的激

情。澎湃的热血、青春的气息、纯洁的诗情、奇妙的想象、壮丽

的憧憬……这样的教师所从事的教育——课堂教学与班级建设，

将会迷人而富有创意！师生共同度过的日子里，将伴随着怎样的

妙趣横生、波澜壮阔、震撼心灵、热泪盈眶……

写到这里，我再次想到了我的“王者七班”：嘹亮的班歌《奇

迹再现》，猎猎的班旗迎风飘扬，欢声笑语、激情澎湃、激烈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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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政治课，斗志昂扬、全员参与、决不认输的校运会，热血沸

腾的百日誓师活动，冲刺中考前的励志徒步活动，还有星空下我

和孩子们面对未来庄严的约定……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一切，而只有作业和考试、排名，我

的学生会对我说：“李哥，我们每天都盼着上学！”教师的浪漫气质，

决定了教育的浪漫品质。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了“浪漫”——

我越来越这么坚定不移地认为——就没有了完整的教育！

（四）具有独特的爱好或优势

让一位老师在学生眼里魅力四射一定要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每个老师要问一下自己：除了在课堂上呈现的知识，还有什么“绝

招”能够来征服学生的心，让他们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当然，这些“绝招”的意义远不只是赢得孩子们的崇拜，更

重要的是它们能够让你的课堂教学和班级管理充满“非教学因素”

的缤纷色彩。

因为我喜欢运动，在操场上经常看到我的身影，每年我都参

加了校运会上4×100，瞬间圈粉无数，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李哥”，

又因为我处事向来公正不阿，我还被孩子们封为“惠萍书记”（取

之《人民的名义》中的“达康书记”）。当然，一名有才情的老

师也必然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

三、精教情；打造共同成长殿堂

课堂永远是师生共同成长的主阵地。如何提高课堂效率？这

是我一直以来苦苦探索的问题和方向。要提高课堂效率，除了在

情感因素和教师本身的独特魅力以外，精教情也是必不可少的一

个重要因素。精教情我认为主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精学情

我们进行教学时，首先必须目中有生，眼中有人，进行学情

分析。对学生的认知倾向、心理发展、兴趣爱好、知识能力、实

际需要等综合指标方面进行分析。

影响学习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学习者已经知道了什么。

要探明这一点，并应据此进行教学。由此学习不是从零开始，学

习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实践构建知识背景，学生形成了自己的看

法，这个概念的构成才是影响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这种状态的

存在往往使得学生的现时起点同教材编制的逻辑起点发生冲突，

难以保持同步进行。

通过分析学生差异化找到知识盲点，提高学生能力水平，把

握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力求使教学目标的确定符合学生的知识、

能力水平，让学生体会到“跳一跳，才能摘到果子”的感觉。

（二）精教材

1. 研究教材

教材是我们进行教育的蓝本，但我们的教材具有明显的滞后

性和局限性，我们要因时、因地、因人灵活地使用教材。我理解

的“因材施教”，不仅要求我们要重视学生的差异性，要因“学生”

的认知水平、性格特质、气质脾性等施以不同的教育。

其实，我认为因材施教还必须重视“教材”的差异性，釆用

合作探究还是启发讲授，不同的教材也应施以不同的教学法。因

“材”施教应该是因“人才”和“教材”的不同而施教。这就需

要我们在教学中在研究教材内容的基础上激活教材，超越教材。

2. 胸有教材

我对初中三年教材的脉络十分清晰，框架十分明了，具体到

每一课、一框、一目、一段，自己本身就是一本活教材，随手拈来，

理据充分，娓娓道来。

3. 善用思维导图

把所学知识按学生的思维呈现，让教材可视化，达到良好效果。

（三）精教学

1. 优化教学内容

优化教学内容我关注两个方面，其一是一节课的理论逻辑，

其二是学生的生活逻辑，这两条逻辑要统一在一起，方能有效实

现自己的教学目标，促成教学实效性的达成。

一节课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如果理论逻辑顺畅，会让教师的

讲课有条理，清晰明确。而生活逻辑符合学生情况，则利于学生

在感知生活的过程中，在体验中领悟要学的知识道理。

如果在设计教学内容时，两条逻辑不一致，则会导致学生的

学习和教师的讲授产生冲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张皮”现象，

结果是学生可能不很认同老师的观点。所以，我们在优化教学内

容时，要实现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的统一。

2. 设计合理的教学结构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分析学生情况，协调学生认知

与教学内容的统一；二创设教学情境，促成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

的统一；三关注课堂提问，组织、引导和调控教学；四关注传统

板书与现代媒体的有机结合。

我常用案例教学法来教学，我用一些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和

贴近实际的案例，通过有效有梯度的设疑，把理论逻辑和生活逻

辑有效整合，达到良好效果。

四、结语

乔布斯曾说过：“成就一番伟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热爱自己的

事业，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做自己想做的事”。愿我们每个道

德与法治教师，做到我情你愿，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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