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6 月（总第 204 期） 

 1276 

教育科研 

优化研究小学生德育教育 
◆梁丽贞 

（广州市南沙区沙尾二小学） 

 
摘要：在这个新课改理念不断推陈出新的今天，小学阶段德育教育工作

同样也受到了来自社会、家庭、学校等各方面的关注，可以说优化德育

工作不仅对培养新时期下小学生良好习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良

好的德育素养也会帮助小学生在未来的发展与学习中迈向一个更高的台

阶而助力。下面就来结合现阶段小学生德育教育工作的优化展开研究，

希望本文的发表能够为广大同行业从业者带来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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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研究小学德育教育必须要从培养学生文明诚信、诚实守
纪入手，同时也要在小学这个重要的人生启蒙阶段引导他们树立
高尚的道德情操。而对于每一名小学教育工作者而言，更是要将
对优化德育工作放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上，通过平日的
教育教学与管理来实现德育教育工作的创新与优化。只有这样，
每一名小学生才都能够得到健康成长，同时也为日后的健康发展
打下夯实基础。 

一、现阶段小学德育教育现状 
目前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大多都是有独生子女，由于他们从小

没有受到过多的挫折，所以导致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具有较强
的依赖性和敏感性。而随着近几年来青少年犯罪案例的愈演愈
烈，我们发现其犯罪主要原因通常来自于其德育水平认知低下、
心智认知的不成熟以及对外界诱惑缺少一定抵抗力，为此在小学
阶段的教学引导中广大教师必须要通过不断优化德育教育入手
来建立、健全小学生的全面认知，为他们未来走向更高学府提供
健康导向。 

二、优化研究小学生德育教育的主要手段 
（一）构建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优化研究小学生德育教育的前提，必须要充分结合小学生的

个体差异以及其性格与家庭特点入手，通过欣赏学生、热爱学生、
尊重学生来进行有的放矢的引导工作。例如对于一些性格相对敏
感、内向的留守学生，教师同样要给予其大量的支持与鼓励，而
在日常的小学班级德育教育的管理过程中，教师更是要将学生当
做自己的亲人来看待，无论学生是什么样的生活背景、家庭情况，
教师都应当给予一视同仁的关爱。只有这样学生与教师才能够在
构建起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同时，在优化研究德育教学的过程中让
每一名学生的内心都感受到被呵护、被尊重。 

（二）强调优化德育教学中批评方式的技巧性 
很多小学阶段的教育工作者在进行优化德育教育工作推进

的过程中，往往都会由于急于求成、恨铁不成钢而导致对学生进
行过于严厉的批评，然而这种德育教学方式不仅深深的伤害了小
学生的自尊心，同时也会为他们未来的德育认知和发展留下一定
程度的阴影。鉴于此广大小学教育工作者以及小学班主任必须要
通过合理科学的批评方式来进行德育认知引导。例如，在对一些
性格内向敏感的学生进行批评的过程中，不妨通过先扬后抑的语

气和用词来进行反省性德育教育认知，有效的引导每一名小学生
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查找到自身所存在的不足。 

（三）开展多元化的德育教育工作 
小学阶段的优化德育教育工作，不能紧紧凭借课堂以及学校

的力量进行开展，更多的时候必须要将德育教育工作理念贯穿于
整个的实践活动当中来，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小学教育工作者必须
要通过积极创新来开展各项的实践活动。例如，教师可以结合小
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心理状 展开一些主题班会，将爱国主义教
育、安全教育、品德教育等作为每次活动的主题，在一系列趣味
游戏、竞技演讲以及知识问答的参与过程中，来确保每一名学生
都能够在寓教于的环境下获得更多的德育教育认知。与此同时，
对于一些有条件的小学校不妨通过开展小学生志愿者等道德实
践活动来鼓励他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通过看望敬老院孤寡老
人、回收旧电池、义务植树等多种多样的活动进行个人品德的升
华。 

（四）发挥班级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在优化小学德育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作为教师得力的助手，班

级干部不仅可以在德育教学推进的过程中进行相关的课堂纪律，
德育组织活动推进，同时也可以在充分发挥班干部模范带头作用
的同时开展各种选拔活动。例如，在进行班干部选拔的过程中教
师就可以通过德、志、体、美、劳多方面的竞争评优方式实现干
部选拔，同时鼓励学生自行编制《xx 班级德育实践准则》方式来
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能够发扬其优势、改善其德育短板。相信再这
样的环境下，一定会早日实现小学生德育教育工作的不断优化和
创新。 

结论： 
综上所述，优化德育教育工作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

每一名小学教育工作者都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去陪伴每
一名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同时引导孩
子们树立正确、健康的价值观。而对于小学阶段的班主任以及其
他科任教师而言，更是要通过承担起自身应尽的德育教学角色，
来在日常的工作实践中进行思考与总结，通过科学合理的教学手
段实现学生综合素养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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