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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论数字环境下农村小学一对一德育工作的开展 
◆陈良梅 

（广东省珠海市三灶镇中兴小学  广东珠海  519040） 

 
摘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给小学德育工作带来新挑战的同

时，也提供了新方法。在数字环境下，如何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

拓宽德育工作路径、提高德育工作效率，开辟农村小学一对一德育工作

新模式，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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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环境下，网络已经渗透到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
面，对学生的生活习惯、学习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态度等都产
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立足于农村小学德育工作实际情况，尝
试通过微信、微课、微博和电子档案等途径，构建数字环境下农
村小学一对一德育工作新模式。 

一、利用微信与学生展开一对一思想交流 
沟通，是德育工作的根本。通过沟通，能够了解学生的思想

动态、加强学生的思想引导，将德育工作落到实处。然而，由于
学生在校时间有限，除了集体的上课时间和活动时间之外，留给
教师与学生进行一对一交流的机会并不多。同时，对于性格内向
的学生来说，与老师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时候，难免产生紧张或羞
涩的情绪，不容易打开心房。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充分发挥
微信的作用，通过微信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思想交流。 

例如，学生 A 平时上课认真听讲，下课也跟同学相处融洽。
然而，近日来他上课时候经常溜号，下课不是自己在一边独坐，
就是跟学生产生争执。老师利用课间时间跟他进行交流，但是他
总是认为老师在批评他，除了认错之外，就只会沉默不语。因为
A 是留守儿童，跟姑姑同住，于是，老师加了 A 同学姑姑的微信，
并约定每天晚上 7 点是师生之间的聊天时间。A 同学在与老师微
信聊天的过程中逐渐放下心理戒备，向老师坦露了心胸，老师了
解到是因为过年 A 同学的父母都要留在外地加班，不能回家过
年了，A 同学思念父母，心里难过，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情绪。
于是，老师一边加强对 A 同学的心理疏导，另一边加强与 A 同
学父母的沟通，终于做通了 A 同学的思想工作，使他恢复了积
极、阳光的状态。 

可见，微信因为具备私密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为老师与学生
之间的一对一思想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利用微课对学生进行一对一思想教育 
德育教育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教师应该把握一切机会

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道德熏陶。而微课因为具备内容精炼、传
播方便的特点，可以应用于德育工作当中，为教师对学生开展一
对一的思想教育提供机会和平台。 

例如，教师可以每天给学生发送一个跟德育教育有关的微
课，要求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并书写学习心得或完成学习任务。
比如，期末考试临近，教师可以给学生分享以“诚信”为主题的
微课，要求每个学生学习完微课之后，用 3-5 句话回答问题，并
统一在晚上 8 点，将答案上传到班级讨论群组。本次微课教师所
提的问题是：通过观摩今天的微课，你学到了什么？这教育我们
在考试的时候要怎么做？教师通过检查每个学生的答案，就能够
了解学生的微课学习情况。同时，学生通过浏览群组中其他同学
的答案，能够对于自己的答案进行补充与反思，深化学习心得。 

可见，微课在农村小学德育工作中的应用，为一对一思想教
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效途径。 

三、利用微博对学生进行一对一思想引导 
众所周知，如果微博会员将某人添加为“特别关注的人”，

那么就可以利用微博的“推送”功能，向此人推送各种资讯。数
字环境下的德育工作中，教师可以利用这一功能，将需要接受一
对一辅导的学生添加为“特别关注的人”，并通过资讯推送，对
学生加以思想引导。 

例如，同学 C 品学兼优，唯一的不足就是性格过于怯懦。明
明作文水平很高，但是到公众发言的时候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明明卷面成绩很好，但是面对老师课堂提问的时候却总是不敢大

声回答。考虑到这种过分内向和自卑的性格可能对以后学生适应
社会产生阻碍，于是教师将该学生添加为“特别关注的人”，并
经常向其推送“我要高声唱”、“悦纳自己，我是最棒的”、“那一
次当众演讲，让我打开了发现自己的大门”等文章，使学生通过
阅读文章，学会悦纳自己、树立自信。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引导加
上微博推送文章的熏陶，教师以“双管齐下”的方式，逐渐使学
生养成了自信、乐观的性格。 

可见，在数字环境下，教师应该善于利用微博的推送功能，
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思想影响。 

四、利用电子档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思想评价 
在德育教育中，教师可以通过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评价，达

到以评价促学习、以评价促发展的目的，提高学生德育学习的效
率。除了传统的写书面评语、口头点评等方式之外，教师还可以
利用“电子档案”，记录每个学生在德育学习中的点滴成就和细
微变化，并书写个性评语，对学生进行一对一思想评价。 

例如，学生 D 在入学之初，教师就为他建立“电子档案”。
在档案建立初期，教师可以通过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评价
和家长评价四个层面，采集 D 同学在德育学习中的“初始信息”。
之后，将`D 同学在德育学习中取得的成就以文字、图片、视频
等方式记录下来，并从“学习态度”、“行为习惯”、“品德修养”、
“性格变化”等方面，“绘制”D 同学的“成长路线图”，让 D 同
学体会到德育学习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与此同时，每学期结束的
时候，教师还可以再次组织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评价和家
长评价活动，从不同侧面肯定 D 同学的德育学习成果和个人成
长变化，激励 D 同学更好的发现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 

可见，通过建立“电子档案”，不仅能够完整的展现每个学
生的成长过程，还能够通过个性化评价使每个学生了解自身的优
势和不足，并激励学生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网络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我国社会呈现

思想多元化的趋势，给农村小学德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挑
战。不过，网络和信息技术也给农村小学德育工作提供了新的工
具和平台，使德育工作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形式的
创新和路径的拓展。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农村小学德育工作实际
情况，尝试通过微信、微课、微博和电子档案等途径，构建数字
环境下农村小学一对一德育工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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