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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做“立德树人”的有效教育 
◆季  燕 

（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  北京市海淀区  100191） 

 
在党的十八会议上，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强调坚

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
德育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立德树人”也成
了当前学校德育工作的指导思想。立德，就是坚持德育为先，通
过正面教育来引导人、感化人、激励人；树人，就是坚持以人为
本，通过合适的教育来塑造人、改变人、发展人。学校作为青少
年学生培养的重要阵地，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面对复杂的社会
形势、教育形势，学生多样的成长环境、个性心理的差异等内外
因素，如何做有效的、智慧的教育工作呢？下面笔者想就工作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浅谈“立德树人”教育背景下的学生教育工作的
想法或思考。 

一、案例思考——如何做有效的教育 
（一）教育是唤醒和激发，而非惩戒和控制 
肖川在《教育的方向与方法》一书中曾提出：“教育是什么”

的话题？我们依据什么将“教育”与操纵、惩戒、愚弄、欺骗、
束缚、灌输、教唆等等区别开来，也就是说我们依据什么说我们
在做的是“教育”，而非其他。此刻这个问题同样我再自问和思
考。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教育是一种武装人们的方式，他对人负
有一种无可逃避的责任：它需要使人能够适应生存的时代，而不
致将他排除在人生的最终伟大目标之外。也就是说我们教育的目
的是树人、立人！对于小 A，他的行为确实给日常教育带来很多
的麻烦，牵扯了班主任很多时间和精力，理论上他也应该对自己
的行为负责，无条件接受学校的惩罚决定。但似乎这不是教育而
是简单的管理，因为管理就是追求有序，用班规、校规将学生的
言行限制在规则的框架内，越出即是无序、违规，就要接受相应
的惩罚。对小 A 来说，越出“雷池”已经不是一次，接受惩罚
亦非一次，可这样的管理效果并不明显。这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
去反思我们教育目的、教育方法和教育行为呢？事实证明用规则
进行的约束并未起到激发学生认知改变和行为改变的动机，因此
他们对于主动改正自身的问题并追求更合乎规则的行为的意识
尚未形成。因此这次的处分及回家反省一周起到的效果是短暂
的，但对这个孩子心灵的创伤是巨大的。在这一周他度过了一段
紧张、焦虑、烦闷、无助的时光，或许有反思，但他更多的只是
知道犯了错，但未必知道错在哪？未必知道怎么去改，为什么要
改？我想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学校教育，更不是有效的教育。何塞
马蒂曾说教育将开启世界的钥匙----独立和仁爱授之于人，赋
予他作为一个自由人只身跋涉而步履轻捷的力量。我们要做的是
用宽容和仁爱之心去感化成长中的孩子，通过持续的有效的教育
引导帮助孩子自觉转变行为，获得独立成长的力量，成为一名有
责任、有担当、有修养、有作为的合格公民，因此我们的教育是
有方向和目标的，是讲求方法和策略的，教育与管理、约束、控
制、教唆等是有质的不同的。所以对于小 A，每次出了问题第一
时间送德育处、然后再根据情节严重给予不同层级的处分，他在
处分不断升级的过程中，行为并未有所大的改变，这说明用校规、
班规不断地控制和管理，并不能起到教育的效果。 

（二）教育需相互补位，求同存异 
马卡连柯曾说过：“哪里教师没有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哪里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教育过程。学校教育中班主任和任课教
师是两个不同的角色主体，但在教育过程中是需要相互补位搭台
的。科任教师必须密切配合班任做好学生的教育工作、和班任共
同推进合理班规的执行。当好班任的教育助手，积极拥护班任的
工作，维护班任的权威。但在特殊教育情境之下，科任也需要及
时补位、补缺，在教育思想和方法上可以求同存异。在小 A 同
学的教育问题上，我行为上、主观动机上是积极支持班主任和学
校的决定的，因此我没有回复短信，我以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帮助
学生排遣了他的一点烦恼。后来作为一个科任我是从学科的角度
进行对话和教育，一个孩子犯了错，并非学习的权利都得剥夺，
通过作业和练习，转移学生的情绪，避免对班任和学校产生仇恨
的心理，给予他充实的生活，引导孩子发现在这个最好的年龄有

很多有趣的事情可做，让他觉得生活是那么的丰富多彩，那么美
好，引导孩子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多做有意义的、有趣的、美好
的事情。所以，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我采取了与班任不同的策略，
尽管有暂时的不解和误会，但作为曾经的班主任我非常能理解班
主任工作的不易，也能理解他想把班级带好的愿望，我相信有后
续的沟通和孩子的变化，这暂时的误会很快会烟消云散。 

二、案列的延伸——学校有效德育的几点思考 
（一）家校合作互动教育。深入了解孩子的成长环境，尤其

是父母成长的模式，以及家长和孩子的亲子关系、互动模式利于
提高教育的有效性。从遗传决定论的角度讲，人的脾气、秉性等
都受先天遗传因素的影响，孩子家长的成长模式会对日后教育自
己的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家长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成长模式迁
移运用在下一代的教育上，所以要做有效的教育，首要一点，了
解其成长背景，多跟父母有交流，在此过程中家校合作，共同探
讨有效教育，方能取得较好的教育成效，这叫追根溯源，从行为
发生的根部去挖掘原因、选择合适的教育策略，以求有效的教育
效果。 

（二）让课堂绽放教育之花。当然新的教育形势和新的教育
对象都给一线教育工作者提出一个挑战，课堂已经不是学生获取
知识的唯一途径，教师的权威受到挑战，因而我们的教育观念也
应该发生变化。从教育权威走向平等教育，通过充满趣味的课堂，
有意思、有情感的师生互动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素养提升，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探索欲。所以今天的教育，已经不是用大段大段
的道理来绑架学生的思想，而要努力创建德育课程，丰富德育活
动，引导学生在参与活动、学习课程的过程中学会自主管理、自
我约束，感悟成长，感恩他人，培养学生良好素养和优良的品德。
加强学科渗透，教师自觉承担教育的使命，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
养落实在课堂、落实在教学实践中。 

（三）做有魅力、有意思的教师。一个幽默的、有意思的老
师在学生中的人气指数往往较高，与学生沟通、交流往往比较顺
畅，他的教育往往简单而有效。亲其师、信其道，有时此道未必
合理，但因为喜欢，即使简单的教育也能获得孩子的认可，达到
教育的目的。如果一个教师不仅有意思，更能主动学习，不断加
强自我修炼，不断摸索教育规律，不断增长教育知识，在思考和
实践中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方法，那教育效果会更加灿烂，会赢
得学生持久的尊重和欣赏。如果再是个能与时俱进，接受新事物，
了解孩子们的喜好，理解孩子们看问题的角度，与孩子们共同成
长的教师，更适合做学生的教育工作。教育的第一种存在形态是
熏陶，作为发展中的孩子们，面对教师，一定会期盼“让岑寂的
心灵，邂逅你的笑靥，在你真诚的微笑里，蓄满教育的阳光。”
因此学校教育的发展需要更多有魅力、有智慧、有真诚笑容的好
教师。 

良好的教育一定能够给无助的心灵带来希望，给稚嫩的双手
带来力量，给蒙迷的双眼带来清明，给孱弱的身躯带来强健，给
弯曲的脊梁带来挺拔，给卑琐的人们带来自信。而一个拥有希望、
力量和自信的人，最后可能成为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和美好社会的
建设者。让我们用教育者的智慧教学生点亮学生的生活，给学生
生活的自信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