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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在班队小活动中渗透大德育 
◆区雪容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小学  528308） 

 
摘要：从事教育事业已有一些年头了，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

教好书，还要育好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三言两语能“教出来”

的。因此，在班级管理中我看重每一次班会课的真实意义，一切教育离

不开生活，所以组织班队会时需要慎重选择源于学生的题材，再而重组

贴近学生的素材，组织学生参与，达到感悟升华的目的——影响和引导

他们有利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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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教育事业已有一些年头了，深知教师，是一份职业；教
育，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老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好书
育好人是大任，它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更是一份责任。实践中我
探索追求更高教育艺术和专业成长的同时，更关注学生的健康成
长，在不断的实践中让我重新看到教育的另一片天空。 

一、“我在乎，每一条鱼的健康”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海水退潮后，大量的鱼倍搁浅在海滩

上。一个小男孩见状，开始拾起鱼一条一条地往海里仍。一个路
过的人不理解：“这么多鱼，你捡得过来吗？”小男孩一边救鱼
一边回答说：“这条鱼在乎！”，随即又将一条鱼扔回大海…… 

1.现实背景 
多年来，小男孩对生命的虔诚与执着的声音一直影响着我思

考的方向。随着在社会的进步，孩子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
或那种的诱惑和影响，而且现在的孩子都是父母的掌上珠手中
宝，受父母的严密保护，孩子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在很
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工作。但我们的职业对象是儿童，他们就
好像男孩眼中的鱼儿一样重要，我在乎，每一条鱼的健康，需要
我们适时给予他们帮助，推他们一把。 

2.实践反思。 
保护学生，爱护学生是一切教育的前提。曾经有这么一个孩

子：从低年级上来就是师生眼中的 “明星”，调皮捣蛋、惹是生
非、打架生事……随着年龄增大他的行为越演越烈：故意在上课
时在桌底钻来钻去，发出各种怪声，“刺激”着任课老师的神
经……我多次找他详谈，在交谈中，让我了解到家长的望子成龙
的愿望太严格，总挑他的毛病，使他失去信心，甚至针出现厌学
的行为。因此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晓之以理、消除疑虑。如：你对自己的行为有什么看
法？你认为对谁有利？假如你是爸爸，你的儿子这样，能接受
吗？……向他摆道理、明动机，消除他内心的疑虑和“不满”。 

（2）肯定自我价值，成就学生尊严感。我帮他分析他的优
势和劣势，鼓励他订立短期目标，并联合家长的力量监督、鼓励
他的行为，同时为了帮他尽早建立自信，并鼓励全班同学一起从
感情上接纳他和帮助他，并在班级中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 

在工作中，班主任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发现学生的价值，但
比之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发现自己的价值。其实学生是一个积极向
上的生命，他们都会渴望在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
价值，从而获得尊严感。要他学，变他要学；要他好，变他要好，
这样的主体效能不是会更大吗？ 

（3）创造快乐的体验，帮学生擦亮生命的颜色。班集体是
班级管理建设的一个单位，它应该是一个快乐的、幸福的成长空
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寻找开展各种小活动，如：“小方块
大团结”、“毛毛虫接力赛”、“夹球接力赛”…… 这些活动在带
给孩子们快乐体验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
想法和价值观：“每个人在班集体中都是重要的，每个人都在自
己的优点与缺点，可是集体不能少了他（她）……”。前面提到
的那个小男孩，通过长期的共同努力，他开始改变了：上课不再
钻桌底、开始举手回答问题，课间追逐打闹的次数减少了，同学
投诉的情况也改善了，慢慢的，他开始为班集体服务……看着他
的进步和改变，我由衷的替他感到高兴。 

二、“我看重，每一次班队会的真实呈现”。 

德育是什么？在一次的专业成长培训中，南海中学一名优秀
班主任提到：德育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除了需要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之外，还需要导之以行、持之以恒；德育不仅仅要
求学生“懂”，还要使学生“信”，要求学生躬行践履， 终落实
到自己的行动中。他的这一席话，朴实得让你无法质疑。少年儿
童的眼睛就像摄像机、耳朵就像录音机、大脑就像计算机一样，
他们既善于模仿，又在耳渲目染中做出自己的判断。故此在学校
这样一个学习的重要环境下，班队会课是我能影响和引导他们
“做真人”的重要阵地。 

1、慎重选题，源于学生。 
班队会课是促进学生成长的平台，班会课前需要针对孩子们

的特点和成长需要，选择合适的主题。如学校每个学期制定的少
先队计划中都会根据学生的阶段性特征制定主题，我再根据班级
的阶段性情况细定一个中心开展。 

2、重组素材，贴近学生。 
一直以来，班会课一般以“灌输”式的形式教育为主，效果

有时会水过浮萍一样，所有在平时需要积累发生在学生身上的素
材，整合故事、图片、视频或活动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3、组织参与，感悟升华。 
“灌输式”、“告诉式”……都只是浅层的认识，德育需要经

过学生深刻的感受和体验，然后在他们心中经过加工内化， 后
改变他们的认知，体现他们的主体性。 

情境 1：开学初，常规教育非常重要：如何让学生意识到习
惯的巨大力量从而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我设计了“好习
惯、伴我一生”主题班会，活动开始我安排了一个“左手右手”
的活动，引导学生观察：现在交叉的姿势是原来的姿势还是改变
后的姿势？有多少人改变了交叉手的习惯？说明了什么？ 

这次“左手右手”的小活动在学生的心目中感触真的很大。
他们在活动后激动的交流起活动前后自己的变化，和引起变化的
原因。 

情境 2：在有一段时间里，学校门口不远处摆了一处流动牛
杂点，班上陆陆续续有不少的孩子在放学期间偷偷溜过去买来
吃，一个家长的来电引起我的重视，于是我结合《科学》课程中
《消化与健康》的内容设计了“美味的背后……”主题活动，活
动 后组织学生谈谈“你看了之后有什么感受？” 

…… 
我们平时经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在德育中可以

改为“江山易改习惯能移”。一个习惯的形成，一定是一种行为
持续一段时间后的结果，众所周知的“21 天说”。在生活和学习
中，如交叉手、买零食、串门、横过马路……孩子的很多行为重
复不止 21 天，形成的习惯就更牢固了，时间越长，习惯越牢。
无论是左手右手交叉的习惯还是饮食习惯，对于学生来说都是可
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改变的，所以在班队会活动中，素材的恰当
选用和学生的亲身参与是可以吸引学生、触动学生、陪伴学生、
指引学生的。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可以用行动告诉孩子们，“相
信自己，能够养成良好的习惯，并为之不断努力的”！ 

其实我们不仅仅是教育的管理者，更多的是学习指导者、学
生的对话者、终身的学习者和心理工作者。我们的学生不是商品，
而是儿童，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发现和改变的话，这个学生的成
长肯定会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教育的事业是繁重的、辛苦
的、任重而道远的，需要我会继续努力学习更科学的观念和方法，
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规律，使我的班主任工作和教学工作从“知之”
走向“好之”和“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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