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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班级德育“三求”
黄永富

广东省博罗县响水中心小学　广东惠州　526144

摘　要：德国著名的民主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在教育过程中教

师要善于唤醒学生内心的情感体验，利用身边真、善、美的力量引导、影响、鼓舞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行为习惯和道德修养。

本文从“小”“实”“趣”三方面深入阐述了班级德育的开展，用身边小事、榜样引导学生，并设计充满趣味性的德育主题活

动，使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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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

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教会学生求知，更要教会学生

如何做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教育者应该转变观念，让学

校德育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增强学生作为活动主体的自主

性，能动性，创造性，提高儿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

让学生真正由“他律”走向“自律”，这样教育方能达到良好

的效果。

一、求小

俗话说：教育无小事，事事皆教育。教育的内涵，特别

是学校教育的内涵就在于让学生在一件件小事中成长。因此，

教育工作必须围绕学生生活中小事设计教育方案，根据学生

的理解能力和认知特点开展工作。倡导“生活教育”的人民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胩社会

是生活的场所，即教育之场所。”所以，无论是生活的各个角

落都可成为道德教育的课堂，从校内到校外，从家庭到社会，

遍及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如对学生进行美德教育时，不能要求学生像圣贤那样去

做大事，我们可以要求学生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如：给工作

下班或劳动回家累了的父母端上一杯水，或一声慰问：“爸

爸、妈妈辛苦了！”经常向长辈说声问好；对遇到求助者、

贫困者表示同情和关注；不在公共场所乱扔废弃物或顺手捡

起公共场所的空瓶子、纸屑、塑料袋等垃圾，用手搀扶年近

七旬的老奶奶过马路，不乱涂乱画公共设施，公园的标语的

内容要遵守等，学会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生活中的点滴

入手，这样的要求学生易于接受，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中改变学生的认知和行为方式，轻而易举达到德育目标。

二、求实

德育工作一定要虚功求实，必须从实入手。一方面，教

育要求要求实。如利用榜样教育学生时，不能只要求学生只

学习那些遥远的榜样，而要利用学生生活中那些可望、可及，

亲切实在的榜样提出德育要求，这样教师应树立“每个学生

都有闪光点”的意识，留心发现学生生活中的榜样，用生活

中的人、事作为榜样教育学生，这些榜样距学生近，影响深，

具备极强烈的亲和力及感染力，容易拨动学生的心弦。另一

方面，教育内容要求实。如在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时，应从

学生生活的实际入手，去学习、了解、回顾祖国悠久的历史

发展，优秀文化传统，从而使爱国教育化为具体的行为。

三、求趣

学生是成长中的个体，他们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往往

会受到活动本身兴趣性的制约。应此，各种德育活动的开展，

特别是主题班会活动，应尽可能多的让学生参与到活动中的

设计，准备和组织中，使学生自己认为在参与的过程中觉得

有趣，使活动本身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如在一次《夸夸我的好妈妈》主题班会中，整个过程都

有同学自己设计，主持。活动中同学设计了给妈妈敬礼、送

花、歌舞《妈妈的眼睛》、小品《妈妈笑了》等节目。小帮

同学的爸爸去逝后一直跟妈妈生活，可他调皮，经常让妈

妈生气，在活动中他哭着说：“就是因为我，妈妈才去打工

的……”庆同学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在活动中她却哭成

一个泪人儿，原来她是个弃儿，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妈妈。

老师和几位妈妈都为孩子真挚的话语、美好的童心而感动。

活动后，学生与父母的感情更深了。

学生是我们的寄托和希望，我们所有的工作就是要在这

个群体中播种希望，收获成果。学校工作以教学为本，以德

育管理为根。学校工作以教学为本，以德育管理为根。时下，

以教学为本方向明确，以管理为根不少人认识模糊。主要原

因是多年的应试教育的思想沉疴，从领导到群众，无不视成

绩为骄傲，无不视升学为法宝。成绩提高，升学上去了，往

往会一俊遮百丑，外华而内虚，外强而中干，长此以往，无

管理作后盾，将形成多年挽不回来的恶性循环的坏局面。故

而作为德育管理的普通一员，我们呼吁领导，提醒同仁，要

在以教学为中心的同时，用心抓好以德育为中心的管理之根。

总之，德育是一项长期长效的工程，学校只有经过长期、

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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