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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班级德育工作是班主任工作的重要内容,德育工作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班集体风气的好坏,对学生成绩的好坏有

着直接的影响。班级德育工作除了要以活动如学校组织的运动会、文艺演出、劳动基地等作为载体外,关键在于班主任是否

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从班级工作的细微处寻找教育的最佳契机,以求得教育的最佳效果。笔者做班主任的理念是：心灵的沟通

是师生交流的最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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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德育教育工作的原则 

1.1 用心交心的原则 

1.1.1 沟通是一种理解,更是一种宽容 

教师与学生因年龄差异、生长环境、思维方式不同,很

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差异。如果我们想与学生沟通,不妨站在

学生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考虑学生的需要、愿望和做法,

并善于发现其中的合理成分。这种理解是师生双方沟通的基

础。 

同样,没有理解,也不可能有发自内心的宽容。美国罗斯

福总统入住自宫后曾说,他每天所做的各种事情中,如果有

75%的正确率,他认为就已经达到了 高境界,所以,他宽容

每一个人。伟人尚能承认自己存在过错,我们都是普通人,

每人所做的各种事情中又有多少正确率呢？我们还有什么

理由要求学生绝无过错、百分之百的正确呢了？ 

理解学生并不是支持和赞成学生的过错,而是理解其出

现过错的不可避免性与过错中所含的合理成分。班主任应私

下做好被处罚学生的思想工作,使其正确认识错误并努力改

正。对学生违纪处罚的方式也应多样化,要寓教育于处罚中,

使犯错误的学生愉快地接受批评、自觉地改正错误。 

1.1.2 沟通是一种尊重是一种认同 

要想与学生真正敞开心扉进行沟通,尊重学生就显得尤

为重要。尊重学生要从认同学生开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

詹姆斯说:“人性 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加以赏

识”。每位学生都希望自己的成绩和优点得到教师的认可、

尊重,班主任要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用放大镜看学

生的优点,用望远镜看学生的不足,这样,才能真正发自内心

地认同学生。一旦学生获得了班主任的认同,他才能体会到

老师的确是在尊重他、关爱他、呵护他,这样,班主任与学生

之间的沟通才能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学生是有鲜活

思想的独立个体,他的想法和老师的想法必然存在不同之处,

此时惟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尊重学生,求同存异。这样,学生才

能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真正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1.1.3 谈心、要求学生写心得、召开主题班会都是沟通

的好办法 

谈心应该说是与学生交流的 直接的方式。谈心是一种

双向交流的活动,是一个交心的过程。从教育者来讲,它是心

灵感知的输出者；从学生来讲,它是敞开心扉接受教育者心

灵感知的输入者,在师生双方两颗心不断碰撞中,实现感情

的交流、融洽、升华,由情知到理知,班主任必须以宽厚的师

爱赢得学生的信赖,以深沉的师爱激起学生对生活的热爱,

以高尚的师爱教学生怎样去爱,只有这样,师生的心才会贴

近、融洽。 

1.2 严爱交融原则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在《论共产主义教育》一书中指出,

“如果没有严格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教育。”班主任的严格要

求是促使学生产生思想斗争,形成思想品德的动因之一,没

有这个动因,就不可能引起学生内部思想和心理矛盾运动,

也就不可能促使学生思想转变。同时,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

过程又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长期、反复、曲折的过程。

班主任的严格要求,正是为了克服各种困难和障碍。俗话说,

“严是爱,宠是害”,“严师出高徒”所以,班主任必须严格

要求。 

热爱学生本身就是教师的一种教育手段。教师爱学生,

学生体会到这种温暖之情,内心必然受到鼓舞,其上进心必

然更强烈,就会自觉按老师的要求去做,同时产生良好的心

理效应,从而形成一种求学上进的热情。一般说来,当一位热

爱体贴学生而又被学生爱慕和尊敬的老师走进教室时,学生

乐意接受他的情感传递,学习该课程的兴趣。教师的思想感

情灌注在教学内容中,更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情感,这样,学生

就能更好的接受教师讲授的知识。真正热爱学生的教师总是

能把爱与严结合起来,做到从爱出发,从严出发,去教育学

生。爱学生,不等于纵容放任学生,只爱不严,不是真爱；相

反,只严不爱也无法真严。要真正达到教育的目的,教师严爱

结合。 

教育心理学原理告诉我们,情感因素对思想教育起着巨

大的作用。尊重热爱学生是教师的美德,是班主任在教育学

生过程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教育过程离不开师生情感交

流,班主任对学生的尊重热爱,有巨大的感染力,能引起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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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使师生之间形成融洽的心理气氛。学生喜欢接近班主

任,更易听从班主任的教导。反之,班主任语言苛刻,态度生

硬,冷若冰霜,学生的情绪就不高,对班主任提出的要求存有

戒心,甚至消极对抗,教育效果自然不会好。同时,班主任尊

重热爱学生,不仅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同志关系

的体现,也是师德修养的重要内容。 

严格要求与尊重热爱学生是辩证统一的,爱是严的基础,

严是爱的体现,爱中有严,严中有爱。片面强调其中任何一方

都不利于教育。失去严格要求的尊重热爱,就会变成娇宠护

短,迁就溺爱,缺乏尊重执爱的严格要求就会变成吹毛求疵、

无理无度地整治学生的手段。因此,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缺一不可。 

1.3 尊重信任原则 

心理学家威廉•杰姆士曾说过：在人的所有情绪中, 强

烈的莫过于渴望被人尊重,被人重视。作为教师,应该由衷地

信任学生。信任学生是一种特殊的尊重,对学生有着特殊的

教育功能。仅凭一面之词猜测学生是对他不尊重的表现。事

实上,教师把学生当什么样的人看待,就等于暗示他应该成

为什么样的人。学生往往从教师的信任和期待中体验到人的

尊严,激励自己不断进取。因此,信任是催人向上的力量,是

教育学生的一种特殊手段。同样,信任学生也是培养学生自

尊心的一个原则。 

2 新时期做好德育工作的方法 

2.1 靠具体的德育目标引领人 

具体的德育目标是促使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保证,它控制着学生思想品德发展

的方向。只有按德育目标指引的方向,通过有效的德育措施,

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加以系统的强有力的影响,才能使

学生的品德发展方向与社会要求趋向一致。 

2.2 靠有效的德育方法培育人 

德育工作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采取有效的

德育工作手段,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认为,可以采取

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相结合的途径。每条途径应发挥各自

的功能,协调配合,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

德育工作新格局。 

要实现学校德育目标,必须树立系统观念,充分发挥各

种有效德育方法的作用,要多种渠道、多种手段相配合。总

的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靠快捷的德育网络教育人 

传统的德育工作形式仍然陈旧、简单,灌输式的德育方

法常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因此,一场德育手段改革必将出

现。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产业的快速发展,使网络信息

在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学校教育等各领域都发挥非常重要

的作用,新时期德育工作要充分发挥网络信息的特有优势与

教育功能。 

第二,靠典型的德育案例鼓舞人 

德育案例就是指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发生的典型的、有

价值的德育事例。所谓典型,就是指所选择的事例必须有代

表性和普遍性;所谓有价值,就是指事例的内容中隐含着教

育、教学中的某些矛盾冲突和规律性的问题。 

第三,靠浓郁的德育氛围感染人 

建设校园文化,营建德育氛围,其目的就是为学生的成

长创造一个理想的教育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让

学生在优美宁静整洁的校园环境、有条不紊的教学秩序、奋

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刻苦求学的读书

风气中,产生积极、愉快、活泼、奋发的生理、心理状态,

形成全面发展的良性循环,为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良好性

格的铸就、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培育了肥沃的土壤。 

第四,靠丰富的德育活动提升人 

德育活动就是德育工作者向受教育者施加德育影响所

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和。简单讲,就是育德的全部行动。由

于实施德育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德育

活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德育活动是德育途径和德育方法

的具体体现,或者说是展现德育途径和方法的具体形式。 

综上所述,中学德育教学中必须不拘泥于课堂教学,而

是应该将德育贯穿于学生的各个方面,打破传统的德育教育

方式方法,从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多个方面进

行创新。 

[参考文献] 

[1]刘慧磊.中学德育教育方法创新研究[D].河南大

学,2013,(02):46. 

[2]刘涛.探析中学德育现状与对策[D].河北师范大

学,2012(03),:48. 

[3]赵灿文,易露.探讨中学德育教育的困惑及对策[J].时

代教育,2012,(22):90. 

[4]周英.浅谈中学教师德育教育的方法与途径[J].读与

写(上,下旬),2016,(17):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