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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农村小学德育教育之我见 
◆李红梅 

（盈江县第一小学） 

 
摘要：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在春秋时期就提倡“仁”是治国齐家平

天下的首要。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人首先要有“德”,而今天的国人的道

德水平正在下滑，而朝着孔子理念发展的韩国，在各方面都受到我国华

人的青睐。这说明中国的德育是应该好好抓抓了，特别在农村由于受“读

书无用论”的影响，很多学生在读完九年义务教育后就积极投入到城市

的打工热潮中。在这样的的背景下，农村小学阶段的德育教育就更显得

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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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教育伴随着人的一生，特别是小学生，抓好小学德育工
作是我们一线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是重中之重的任务。因此我
认为人们所说的那句话——“有才无德是社会的危险品”是很有
道理的。那么作为一个农村小学教师，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学生既
有才，又有德呢？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重视行动的力量。 
我们从事的是育人活动，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学生，他们有

很强的模范性和可塑性。我们在教育教学中，不仅是他们的老师，
还是他们的榜样，常言道：“行动是无声的命令，喊破嗓子，不
如做出样子。”我们要求学生做到，教师首先要做到。例如：班
里规定不准乱扔东西在教室，而我又患有过敏性鼻炎，上课经常
用纸擤鼻涕。有一天，我掏纸出来擤鼻涕，放在桌上的纸不知什
么时候掉在了地上，有位学生笑着说：“老师要求谁扔纸谁就扫
地，老师还不是扔。”我诚恳地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既
然老师扔的，老师也要扫。”放学后我真的扫了，很多同学都站
在窗外傻笑的看着我。以后同学们再也不随手乱扔东西，养成了
爱干净的好习惯。通过此事让我明白：空洞的说教从来都是苍白
无力的教育，要求学生施以知行统一的教育，教师必须是知行统
一的忠实体现者。任何教师都应以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的名言作
为自己的座右铭“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少年的心灵是任何东
西都不可能代替的 有用的阳光。”我们应该相信这种行动的力
量，越是在低年级越体现得充分，请我们老师重视这种行动的力
量吧！ 

（二）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教育学生讲真话，做真人，干实事。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作真

人。”我们的学生都喜欢老师和同学注意自己，重视自己，受到
老师的表扬和夸奖。 

学校搞卫生、纪律、学习等方面的大评比，每位老师每天轮
流给每班打分。有一天，我们班学生都在抱怨，老师打分不公平，
别班迟到不扣分，我们却扣了分；别班墙角也有蜘蛛网都不扣，
却扣我们班 3 分，不公平，流动红旗怎么能“流”到我们班？我
对学生们说：“我们有一周的时间，这位老师不公平，还有下一
位，但只要我们做好了，做到位了，不管谁来打分，我们都做到

好，流动红旗总会流到我们班的。”果然，一周后，流动红旗
终于“流”到我们班，我把它挂在我班 显眼的地方，同学们看
着它心里美滋滋的，脸上洋溢着欢笑。 

（三）注意在班里树立既重学习又有道德的典型榜样。 
你是否发现在班里有些同学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满口脏

话，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好打斗。而也有一部分同学虽然学习
成绩不太好，但是很有礼貌，很会与人相处。所以在班里我们要
善于抓住这两种人的特点进行教育，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努力
培养他们成为既有才又有德的人，用典型带动一般学生。 

（四）多创造道德两难故事情境，提高学生道德判断能力。 
在班会课上，我经常通过道德两难故事的讨论，启发他们积

极思考道德问题，发展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例如：我常会举一
些例子让学生来判断。比如同样是打碎玻璃，有位学生是在与学
生玩闹时打碎的，有位学生是故意用小石头冲窗子而打碎的，你
们先原谅谁？或者是同样是把床单剪了个洞，一个是玩剪刀剪到
的，一个是帮妈妈补补丁剪到的。你认为谁有错，这样的故事讲

多了，久而久之，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就会得到提高。 
（五）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要讲求科学方法。 
首先，要注重个别谈话。我班有一个“三只手”的学生，连

老师的钱包里的钱都有机会“拿”到手，我经常找他进行个别谈
话，把偷人盗物的后果讲给他听，真心实意，设身处地的为他考
虑，在我一次次善意和深情的谈话教育中，让他感受到了我在他
的道德成长中的良苦用心，让他知道不改的“铁心”在我的一次
次教育“文火”中得以“钝化”。 

其次，要注重家校配合。我们的很多学生的道德形成与他们
的父母有一定的关系，有的父母道德败坏，有的父母对孩子不管
不问，直接影响了他的道德形成。他们在校是一个不错的孩子，
一回到家就跟着父母脏话连篇，大大咧咧，放任自由。此时我们
就要请家长到校谈话，让他们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让他们在管
教孩子的同时，也要改变自己，如果拒绝则意味着放纵。 

后还要在学生良好品德形成过程中及时进行奖励，在日常
教育教学中，我们要注意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对他们所取得的
即便是微不足道的进步，也要进行及时而公开的表扬，以激发他
们的自尊心，改变他们在班集体中的形象，改善他们的人际关系，
使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克服自己不良品德。 

（六）学生的品德的形成要靠反复抓，抓反复。 
任何一种品德的形成都是要经历一个正确反复培养教育或

矫正的过程。不能认为学生按老师的要求完成了一个正确的品德
行为，就断言他已经形成了某种品德或克服了某种不良品德。 

我班有一个打架王，天生是一个打架狂，只要是谁稍对不住
他就是用拳头来说话，为了让他学会克制自己打架的冲动，改变
不良习惯。我专门做了一个成长记录本，记录他每天的每个小进
步，让他自己与自己比，今天与昨天比，有了那些进步，少打了
几次架，在这种反复比，反复抓的过程中渐渐改变了他好斗的坏
毛病。 

总之，作为农村小学教师的我们肩上的责任任重道远，因此，
我们要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既教书又育人
的好老师，让我们的学生都成为德才兼备或者无才也要有德的有
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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