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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案例分析 
◆徐惠娟 

（湖北省武汉市光谷九峰中学） 

 
一、案例描述 
2016 年 11 月份，我带的学生处于初一。一天，我读到了王

青宇写的一个作文片段，文中写了同学们对老师不尊重，对同学
缺乏关爱之心的表现。看后，我的心情很沉重，同时也在反思，
孩子们进入中学之初，我就专门进行过入学教育，平时也经常强
调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看来效果不理想。那么，怎样教育效果
会更好呢？于是，我想抓住这个契机引导孩子们进行自我教育，
让他们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 

周五班会课上，我在班上读了这个作文片段，并让大家分组
讨论，如何看待这些行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不尊重、不关
爱他人的表现。我就将尊重和关爱这两个词语写在黑板上，让孩
子们谈尊重和关爱他人的意义。之后，我让孩子们分组讨论，以
此为主题设计有关活动，最后达成共识：本周末以“关爱尊重”
为话题写感悟；下一周记录自己尊重关爱他人的具体表现，并以”
我学会了关爱和尊重”为题写成报告；接下来观察同学们的表现，
以”他或她是我班尊重关爱他人的小明星”为题写成报告。最后
民主投票选出了六位小明星。同时从下周一开始，以小组为单位，
每天在黑板左上角轮流书写一则有关“尊重关爱”的名言或自己
的感悟。 

之后，孩子们按照大家共同设计的方案逐步进行。第二周，
孩子们交流的自己的感悟，几乎每个同学批判了这种行为。 第
三周班会课，孩子们交流了题为“我学会了关爱和尊重”的报告。
这种及时总结自己的进步做法，让他们建立良好的自我意识。第
四周班会课，孩子们又交流了题为“他或她是我班尊重关爱他人
的小明星”的报告。这样孩子们可以从身边找到学习的榜样。同
时，每天起立后，大家齐诵名言，书写者讲解名言的内涵，以此
来激励大家。 

最后，同学们民主投票选出了六位“尊重关爱他人的小明
星”。最后我对孩子们说，希望大家把“尊重”和“关爱”这两
个闪光的词语牢记于心，并时时践行，因为它是我们人生中宝贵
的财富。 

在整个活动进行期间，我随时对同学和老师进行访问，大家
都说上课时比以往进步多了，同学们懂得尊重他人了，而且整个
班级也形成了互帮互助的氛围。这说明孩子们确实有了改变和成
长。   

二、案例启示 
这次教育经历，让我深深的领悟到: 抓住契机，引导孩子们

进行自我教育，也许比居高临下的说教，河东狮吼般的训斥有效
得多！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启发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
才是真正的教育。”在班主任工作中，启发和培养学生主体的自
我教育能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我们的教育得到学
生的认同，并内化为学生自觉的行为，是教育成败的关键。而引
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是达到良好教育效果的基础。 

那么如何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呢? 这次的教育经历让
我有以下启示： 

一是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学生不仅是受教育者，而且是
教育活动的主体。只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
学生的自我教育，达到好的教育效果。而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
是实现自我教育的基础。以上案例中我让孩子们针对作文中描述
的现象进行讨论，并发表自己的看法，目的就是让大家分清是非，
看到自身的不足，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自我认知，从而也就有了明
确的改进方向，为进一步的进行自我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放手让学生自己制定对策。明确了问题所在，接下来就

是解决问题了。而自主德育倡导全面依靠学生，让学生自己解决
问题。通过自我规划，自我实践，将自主意识内化为自导自控行
为，达到自我理性成长。案例中我让学生分组讨论，围绕主题设
计相关活动，就是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针对
自身实际，制定可行方案。苏格拉底说过：“教育的智慧在于唤
醒。”唤醒孩子们内在的生命能量，让孩子们自订方案，享受创
造的过程，一定会比老师规定、学生被动去做有效得多。 

三是善于激发学生自己去感悟。传统德育注重道德观念的灌
输，，忽视了学生的实践和自身醒悟，教育效果大打折扣。自主
德育注重实践、鼓励感悟。认为学生精神生命的拓展别人无法代
替。要让学生主动参与、体验，获得有质量的感悟，才能使德行
真正提高。案例中学生记录自己及他人尊重关爱他人的表现，并
形之成文，其实就是学生积极参与、努力践行、用心体验、互相
学习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过程，更是成长的过程。 

四是重视学生的自我评价。自我评价是自我教育中具有特殊
意义的一环。它是一种内在教育，它是个人对自己身心活动的评
价，从而在自我设计和自我实践中正确认识自我，把握自我，提
高自我。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自我
评价能激发学生内在的潜能，是学生不断进步和成长的内在动
力。上述案例中，学生以“我学会了尊重和关爱”为题，完成报
告，这就是对自己的积极评价。学生通过自我肯定和激励，促进
自我反思，从而驱动自我发展，去追求更大的成功。 

总之，通过“自我教育”塑造学生的优秀品质，比传统的说
教效果要好得多。自我教育是由自我认知、自我规划、自我践行、
自我评价等组成的动态结构。学生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提出自我
要求，进行自我规划；按照自己的规划进行自我践行；然后用自
己认可的价值观进行自我评价，形成对自己新的认识；最后形成
新的自我教育的良性上升。苏霍姆林斯基曾说，“真正的教育是
自我教育”。我们的教育只有最终转化成学生的内在教育、转化
成学生的自我教育时，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教育。因此在教育活
动中，一定要充分发挥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的内
在潜能，使每个学生能自己约束自己，从而掌握自我教育的金钥
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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