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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实施生活化实践教育  构建幸福乐园 
◆徐明煦 

（三明市大田县均溪中心小学  福建三明  366100） 

 
摘要：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应该把学生的德育教育与学生的生活紧密联

系，践行以生活为基点的德育教育模式。力求从课堂教学、主题活动、

学生自主管理、家校联动和社会实践、研学旅行等方面探索德育生活化

实践教育的方式和和途径，有效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

德育教育网络，真正构建学生成长的幸福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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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一旦远离学生生活，便失去了育人的支点；真正有价值
的教育，应当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亲身参与、实践、体验与感悟，
应当是学生在生活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学会求知、学会生活。为此，
笔者将结合学校德育工作特色浅谈如何有效实施生活化实践教
育，让学生在生活化实践活动中学会自我管理、自我成长，从而
达成自我发展。 

一、建立生活化实践教育的校本课程体系 
我校近年来以“金溪乡村学校少年宫”为平台，抓好“少儿

幸福驿站”品牌。少年宫的校本课程设置严格遵循“在实施国家
课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是学生喜欢的、有地方印记的、有助于
学生技能培养的内容”这一原则，坚持以“课标倡导的”为立足
点、“学生喜欢的”为出发点、“教师擅长的”为着力点，创立科
学课程管理体系，着力设置生活化实践校本课程，让每个孩子在
享受到艺术教育的同时，学生的文化与特长、品德与个性也能够
均衡发展。 

少年宫设置“文化部”、“科技部”、“艺术部”共 41 个活动
项目，安排一、二年段周一至周五下午 3：30-4：50 活动，三至
六年段周一至周五下午 4：10-5：30 活动。学校综合各类学科，
形成 1-2 年级“合格+养成”、3-4 年级“合格+规范”、5-6 年级
“合格+特长”的课程体系。 

学校充分利用校本课程资源，以“乡村少年宫”为实验基地，
积极进行生活化校本课程的研发，“金溪种植园”、“金溪陶瓷制
作坊”、“金溪园艺苑”，“金溪制茶坊”、“金溪丝网花”、“金溪刺
绣坊”等生活化实践课程的设置，遵循“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
对学生的兴趣进行引导，重在培育学生“慧”玩、“慧”做，“慧”
劳动，通过动手实践促进动脑提升，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让他
们在不同的方面获得不同层次的进步，学会知识，获得了能力，
体验实践成功的幸福感。 

二、创设生活化实践教育的学科课堂 
小学生在学校学习，大部分的时间属于各学科课堂。所以，

如何有效落实各学科的德育功能是学校德育的核心工作。各学科
教师应从教材中挖掘生活实践的切入点，创设生活化实践教育的
学科课堂，使之成为落实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
我校要求各学科教师的课堂教学必须联系生活，使学生在进行科
学知识、技能和艺术教育的学习同时，能进行课程生活化体验。 

三、组织开展生活化实践教育的主题活动 
活动是促进学生德育建设的重要手段。学校和班级应适时组

织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生活化实践教育主题活动，助推学校德
育工作的开展。 

（一）学校精心组织大型生活化实践教育活动 
学校是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几年来，我校坚守学校这

一德育主阵地，扎实开展各种形式的生活化实践教育主题活动，
组织了“文明诚信”征文比赛、“诵读红色经典”读书活动、“知
荣辱、树新风”道德教育活动、“荣辱在我心中”演讲比赛、消
防逃生安全演练、法制教育讲座、交通安全岗服务、感恩教育、
旧物新途发明创造、亲子游戏活动、无助体验等等一系列生活化
实践大型教育活动。 

（二）班级组织生活化实践教育主题活动 

在学校统一制定生活化实践教育主题活动目标，举行一系列
相关的活动时，各班级也需相应地依据本班学生特点开展活动，
让班级活动助推学校整体德育目标的实现。如开展“珍爱生命体
验活动”、“诚信教育活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社区警营服
务活动”等。这些活动的开展，极为贴近学生的生活和教育环境，
能深深触动学生的心灵，让他们在进行活动实践的同时，磨练了
意志力，学会了生活，发展了能力，同时这些活动与生活实践接
轨，彰显了活动实现德育教育的目的。 

四、进行生活化实践的家庭教育 
众所周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和影响不容忽视，所以如何重

视并做好家庭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点。近年来，
我校德育处专门进行了家长学校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对家校合力
共育的话题深入地探讨，每学年承办家长学校，设立学校家委会、
年段家委会、班级家委会，这样逐层家庭教育机制的涉入，成了
学校与家庭紧密联系的有效催化剂。学校定期召开“好家长培训”
“家长委员会议”，举行“家长开放日”、“家长课堂体验日”等
活动，让家长更多了解和参与学校的工作，创设契机让家长与学
校、学生进行面对面地交流，有效增进三方的理解和情感。在家
长充分领会学校德育工作理念后，必能与学校教育达成共识，真
正配合学校探索和开展有实效的生活化实践家庭教育模式。 

五、开展生活化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生活是提高学生意志品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课堂。根据我校所处的位置，把为社区服务作为“岗位”，开展
学雷锋活动月、进社区清洗“牛皮癣”、组织学生定期参加社会
实践活动、祭扫烈士陵园、开展“我是一名小交警”体验活动、
“啄木鸟行动”、欢送新兵、小义工活动和跳蚤市场活动等，学
生在体验这些生活化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了解到各个行业的
责任，有了如何服务他人、服务社会、实现个体价值的认识，懂
得将来如何做一名有公德、有益于他人的公民，学会奉献、团结、
爱国等品质，从而获得自我管理、自我成长。 

六、推进生活化实践教育的研学旅行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经历是最好的学习，研学是最美

的相遇。旅行中研学，重构新型德育学习方式；研学中旅行，培
养学生核心素养。学生只有真正走出去亲身经历，才能收获对自
然的认识、做到知行合一。我校利用县内及临县资源，建立了多
个研学旅行活动实践基地——蔬菜种植园、水果采摘园、敬老院，
陶瓷厂、武陵美丽乡村、屏山茶园等。学校组织学生走出校门，
去基地开展生活化实践教育活动，旨在让学生在研学旅行中真正
的能有所研，有所学，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
做事，促进身心健康，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得到自我发展。 

总之，教育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生活化实践是对过去学
校教育的一种深刻反思，是教育注重实践性、务实性的一种有益
探索，只有真正做到教育生活化，才能将学校构建成学生学习、
成长的幸福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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