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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不以“副”而隐 
——小学副班主任如何开展德育 

◆吴文毅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螺山小学  511400） 

 
摘要：不同时代的教育理念不同，而不同教育理念下的教育重点又不同。

在当前的素质教育下，德育已经成为了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重点，不管在

哪一个阶段，德育工作的开展都是重中之重。每一位教师都是德育工作

的执行者，而副班主任除了扮演执行者以外，对于正班主任来说，副班

主任还扮演着辅助者的角色。本文便从副班主任在小学德育工作中的重

要性出发，借此探究在小学德育工作的开展中，副班主任所能采取的德

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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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的德育，其实就是指教育者根据当下的社会需求以及受

教育者自身的需求，通过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来对受教育者开展
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引导教育或影响教育。而受教育者在
受到德育教育之后，其会出现外在影响及内在变化，道德素养、
行为素养以及思想素养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在小学教育教学
工作中，德育已经成为了重点工作，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家长，
都越来越重视德育工作的开展。而小学阶段是学生受教育的重要
阶段，这一阶段的学生就如同一张白纸，他们迫切的需要接受德
育，只有在良好的德育之下，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
才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建立、发展。而小学大多数德育工作都是
由班主任所开展的，其他教师则是辅助班主任执行德育。副班主
任同样作为班级中的管理者，在德育工作的开展中也发挥着重要
作用。采取怎样的德育措施才能达到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这是
大多数小学副班主任思考的问题。 

一、副班主任在小学德育工作中的重要性 
德育并不只是班主任的工作，而是全体教育工作者都需要参

与的工作，副班主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分担班主任的班级管理工
作，其在小学德育工作的开展中也有着重要意义：（1）副班主任
的设立让小学德育工作的开展更加顺利。在当前教育背景之下，
德育工作已经成为各所学校所重视的一项教育工作。经过长期的
实践发现，在德育工作的开展之中，单一的班主任管理形式是无
法确保德育工作的切实开展的。而副班主任的设立，让原本独自
奋斗在“前线”的班主任有了依靠。在班级中开展德育工作时，
班主任忙不过来之后也有人为自己搭把手。在面对德育工作开展
中所存在的疑惑、难题时，班主任也能与副班主任相互沟通，一
起讨论解疑，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如此一来德育工作
的开展也就更加顺利有实效。（2）副班主任让德育工作的开展更
加完善。以生为本是当前的教育理念，尊重学生个性差异，促进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是当前每一位教师必需做的。在这样的情况之
下，如果再由一个班主任来统领全班的德育工作，其所存在的局
限性是比较大的。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学生对接受教
育的需求越来越多，差异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之下，
一个专业化的班主任管理制度已经势在必行，当前的班主任管理
制度必须要得到优化。而副班主任的存在能够让班级所开展的德
育工作更加完善，学生所接受的德育更具有针对性。 

二、小学副班主任开展德育工作的措施 
（一）科学沟通，威德兼施 
从古至今“严师出高徒”这一句话是人们常听到的一句话，

在学科知识的教育上，教师的严格教育让学生养成了积极向上、
乐观奋进的良好学习习惯。但在德育工作的开展中，教师单凭严
厉，恐怕无法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行为素质，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时代在进步，小学生的思想也再悄悄发生改变，每一位
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德育工作中
副班主任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正所谓“教也者，长
善而救其失者也。”副班主任在开展德育工作中只会严格要求学
生，不与学生沟通是无法了解学生的优缺点，发现学生的闪光点。
要想做好德育工作，教师就应该先做的能够清楚的明白每一位学
生的优缺点，在教育过程中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学生，多与学
生科学沟通，威德兼施才能确保学生明白教师的良苦用心，才能
切实提高教师的德育效果。记得在我担任一年级一班的副班主任
时，有一天班上出了一件这样的事情：班上丽丽的一盒彩铅不见
了，当时因为班主任老师不在办公室，丽丽便找我反映这件事。
在后续的调查当中，我们发现班上的牛牛有着两盒彩铅，在得知
了这个情况之后，我并没有着急的将这件事情在班上挑明，而是
悄悄地把牛牛叫来办公室和他谈心。在一开始的询问中，牛牛并
不愿意承认是自己拿了丽丽的那盒彩笔，只说另外一盒是他弟弟
的。据平时的观察了解，我知道牛牛是个好动、贪玩、偶尔搞点
恶作剧的小孩，虽然这样，但还是讲道理的。“不经他人同意私
自拿他人东西是非常不好的行为。”我严肃的对牛牛说：“拿了别
人的东西可能只是因为一时的好奇，但是如果事后不承认还撒
谎，那么这件事情就更严重了。”在看到我严肃的表情之后，牛
牛总算是说出来自己只是因为好奇丽丽的笔和自己的笔一样，所
以才偷偷拿过来比对一下的，并不是想要拿丽丽的笔据为己有。
在牛牛承认自己的错误之后，我转变自己的态度，和颜悦色的告
诉牛牛擅自拿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并让牛牛换位思考，假如今
天丢东西的是你，你会不会很难过。在我的谆谆教导之下，牛牛
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向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未经他人同意
就拿他人的东西，也保证自己不会再撒谎。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科学沟通以及威德兼施的方式能够更好的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副班主任在德育工作中易见成效。 

（二）以身作则，潜移默化 
副班主任不仅仅是学生的副班主任，还是学生的老师。“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就是教师在教育
教学工作中，不管是在何时何地，都应该做到以身作则，用自己
的行为去潜移默化学生，让学生能够得到正确的引导。小学生的
年龄小，对于他们来说，在行为习惯以及待人处事上，老师就是
最好榜样，老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容易被孩子们模仿。既
如此，小学副班主任要想开展好德育工作，就应该做到以身作则，
潜移默化。小芳是班上一位喜欢随地扔垃圾的学生，经过了解我
发现，其实小芳这一乱扔垃圾的行为是受她家人的影响，平时照
管她年迈的爷爷奶奶也有这不良习惯。我时常会看到在干净整洁
的走廊上、班级里，小芳常有随手扔垃圾的坏习惯。针对这件事，
我知道单靠言语上的教育是不够让小芳明白自己错误的行为。于
是在每周大扫除的时候，我都亲自参与，与学生一同打扫。在日
常生活中，每每看到地上有垃圾，我都会主动捡起来。班上的同
学都看在眼里，时间一长，孩子们都能养成良好习惯，自然小芳
同学也不例外。有一次，小芳悄悄的跑过来和我说：“老师，我
要争当环保小卫士”。我看着小芳的改变，心里美滋滋的。 

（三）榜样激励，引导成长 
小学生的年龄小，天真活泼、好奇心强。面对新事物时他们

总是会忍不住要亲自探究。当前的时代是信息时代，信息时代下
学生所能接触的事物、范围越来越广泛。在教学的过程中，我发
现班上有不少学生受社会的影响，会去追求一些“网红”、“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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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跟着他们所追求的“网红”、“明星”去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
情。有榜样自然是好事，但是要树立的是好榜样，目的是为了有
助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但当前有些学生自己所树立的榜样，没
能传递正能量。在面对学生所存在的这一现象，教师所要做的就
是冷静、理智的对待，而不是一个劲的批评学生。榜样激励在德
育工作中其实是一种不错的教育措施，小学生的年龄小，他们并
不清楚“榜样”的含义，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跟着自己所追
求的“榜样”所做出的事情是为了什么。而副班主任所需要做的，
并不是与学生起冲突，而是要顺势引导，让学生正确的看待自己
的榜样，同时做出正确的“模仿”。例如：我所带班的志志非常
的喜欢当下的流量小生“王源”，生活中志志很喜欢模仿王源的
穿搭，并且去弄了一个和王源一样的发型。因为心思都放在追捧
的王源上，学习上不大用功，曾成绩一落千丈。见这状况，家长
急在心头。我与家长沟通了解，对志志同学开展教育工作。据了
解原来志志每天放学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上网去查看王源的相
关消息，在家作业马虎完成、更不用说看书复习了。针对志志的
这种情况，我找志志面谈，谈话时我并没有急着批评他，而是和
他一同探讨王源这个人，分享一下我们眼中的王源。在和志志的
沟通中，志志说自己喜欢王源是因为他长的帅，而且唱歌很好听，
自己也想要像他一样。而后我向志志分享了自己眼中的王源，在
我的分享之下志志知道王源不仅仅是做好的演艺工作，同时他作
为一名学生，也做到了一名学生应该做的，并没有因为追求自己

的音乐梦想而放弃学习。王源作为一位明星，他确实是一位非常
优秀的人，也值得成为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要知道树立榜样是
要向他靠近，而不是让你对他的喜欢成为你不学习的借口。经过
我的多番教育，志志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之后王源依旧是他
的榜样，可不再像以往那样的盲目，而是能适时适度，合理安排，
有所取舍，这既能"追星"，又没影响学习。好榜样正能量，让孩
子们全面发展，当新时代好少年！ 

结语 
在小学德育教育的开展工作中，副班主任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其让德育工作的开展更加顺利与完善。在德育工作的开展
中，每一位教师都是一样的，没有所谓的班主任与副班主人之分，
副班主任应该转变自己的观念，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通过科
学沟通、以身作则以及榜样激励等措施，来进一步的向学生开展
德育工作，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引导学生
健康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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