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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曾经说过：“人是世界上

最具有丰富性的生命，我们要把课堂作为师生生命

发展的载体，让课堂充满生命。”因此，有效运转的德

育课堂应该是一颗生命种子成长的过程，一个有生

命的课堂是有着强烈情感磁场的课堂，是育人于“无

声”的课堂。

掘一口井
引一泓清泉——为有源头活水来

“童年是人生的春天，播下真善美的种子，才能

收获健康人格的果实。”德育来源于社会生活，是“学

会生活”“学会做人”的教育。只有让“德育”与“生

活”携起手来，才能更好地引导儿童热爱生活、学习

做人，良好的品德才能在儿童的生活中形成。

我在上《节约用水》这一课时，从以下几个环节

入手：第一环节，结合日常生活中节约用水、浪费用

水、污染水源和遭遇停止供水的生活经历等事例，布

置学生做课前调查，同时结合调查情况，制定出各种

适合家庭生活实际的节约用水措施，学生共享了资

料后，大大激发了他们节约用水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第二个环节，组织学生观看一段公益性广告片

等，而后，让他们设计一段“宣传节约用水的广告

语”，以此深化教学效果，并在知行之间搭起一座可

行的桥梁，使之成为学生养成良好道德行为的催化

剂。

正如鲁宾斯坦曾经指出的那样：“教育的主要方

面恰恰在于使人同生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我

们应该深入挖掘学生身边的课程资源，并加以巧妙

运用。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德育课真实起来，鲜活起

来，与学生亲近起来，与生活接起轨来。

返璞归真
体验无痕——未曾着墨处，却似溢真情

情感是联结教师和学生的纽带。在德育课堂

中，教师可以创设审美化的活动情境，如一个富有挑

战性的提问、一个动听的故事、一段感人的录像等。

这些都能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让学生有事

可想，有话可说，创造了道德情感体验的最佳契机。

在德育课《红绿灯——与安全标志交朋友》中，

我用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创设情境，先介绍

关于安全事故的资料，再让学生看两幅图片，这两幅

图是发生在新疆某附属小学的一起事故。早晨在集

队的过程中，由于学生拥挤，二楼的护栏发生了坍

塌，造成一名男生当场死亡、10多名学生受伤的重

大安全事故。有关安全事故的数据和图片出示后，

孩子们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在无形之中教育了学生

注意安全，不做危及公共安全的事。

德育只有注重发挥“体验”教育的功能，注重活

动过程中“情”的渗透，学生才会在心灵的体验、思想

的体悟、情感的共鸣中，达理而通情，知理而通情，自

觉长久地做到知行统一，形成理想人格和高尚品格。

且思且辩
尽显一方精彩——千树万树梨花开

德育应坚持动态生成式的活动，才能使课堂充

满生机。而动态生成式活动是指根据学生的学习情

况，由教师灵活地调整，生成新的资源，使课堂处在

动态和不断生成的过程中。

在组织德育课《我们自己作主》时，一个问题的

讨论让我感怀。我提的问题是：如果现在我们重新

选举班干部，你会选谁？说说你的理由。在讨论发

言中，有学生提出了一个令我感动的建议，就是要选

平时在班集体中不太守纪律的同学当班干部。我请

他说出理由。他的理由既有理也有据：不太守纪律

的同学并不是喜欢影响班集体，而是约束自己的能

力弱了点，如果让他们在班级活动中管理别人，多给

点机会让他们尝试管理别人的乐处和难处，他们就

能在管理中体会到班集体的荣誉是要靠大家来争取

和保持的。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都要符合纪律要

求。

关注德育过程的动态生成，需要我们更理性地

理解与实践。没有巧妙的预设就没有精彩的生成。

只有在预设的前提下，关注动态生存知识、动态生成

方法、动态生成资源，才能使我们的德育真正地提高

实效。

活动的舞台
洞开一片云天——千锤万凿出深山

教育家皮亚杰说：“儿童的认识全来源于活动。”

活动是学生学习的初始。德育活动中要让学生亲自

去观察、采访、找资料、比较、分析、讨论，深入地开展

调查、研究，使书本学习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在班队活动《红绿灯——与安全标志交朋友》

时，我以招聘“公共安全宣传员”为线索，串连了几个

相关活动，第一关是“认识标志 安全你我”，第二关

是“关注生活 保护设施”，第三关是“聘公共安全宣

传员”，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凸现了“与安全标志和设

施交朋友”“平安是福”的主题，很好地调动了学生的

主动性、积极性。

“走出教室一步，就意味着对学科的超越；选择

了一种教育，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我们要带学生走

进现实生活的“活”教材，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社会

和人生。

生命的课堂需要解读，在德育的天地里，让我们

以生为本，充分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只有如此，德

育才能形成强大的情感磁场，才能呈现“细雨沾衣悄

无痕，闲花落地细无声”的醉人美景。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

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久而久之自己的修养就起来

了，有智慧了。可见从古至今，因为德行对于治国平

天下第一位的重要作用便有了“德本财末”一词。所

以就牵涉到一个人的问题，应该是品德第一，才能第

二。由此可见德育工作在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中

的重要性。

有人说教育需要爱，也要培养爱，关于爱的观点

均是一种共识，在日常中我不得不去深思一个问题

——怎样去爱？习总书记说：要做有仁爱之心的教

师，我非常认同，并一直在努力创造一个有爱的班集

体。而我的德育理念并不高深，也不华美，只有简简

单单的四个字——让爱现形。爱是一份感受，是一

种情绪体验的结果，怎样让无形的字眼成为德育管

理的抓手，以下是我的一些做法。

用爱的行动营造良好的班级文化

学生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些许差异之别。对于

班级整体，或学生个体方面，他们的发展必然因人而

异，我会以博大的胸怀去包容班级每一个学生的优

缺点，并形成典型案例在公众平台不定时发布，方便

家长对症借鉴处理。从平台建立至今，一年多时间

里已发布 100多篇文章。

虽然他们很小，但凡是班级的事务我会和孩子

们通过讨论确定。如制定班规、班级文化布置等。

在德育过程中始终坚持引导而不包办，为学生积极

创造各类自主条件。

我力图让孩子们看见我的爱：例如每次出差返

校，会给孩子们带当地的文创商品或者特产，告诉他

们无论我身在何处，都非常牵挂他们。班级里就渐

渐开始出现去一个地方旅游，给老师和同学带点礼

物分享自己的幸福氛围。一个眼里有他人的人，想

必也是善良的人。

用爱的鼓励建设精干的干部队伍

班干部的培养是班级工作的重点，我们班的班

干部是按固定与轮值的方式实施的。

固定的小干部们主要采用鼓励的方式来培养，带

领干部小团体做活动，有时是奖励团体沙盘游戏，有

时是一起玩“不倒森林”，有时请他们“大吃一顿”……

在活动中培养他们的领导、交际、协调等各种能力。

这类奖励性的团体活动深受小干部们的欢迎。

轮流值岗的小干部是和值日工作绑定的，其实

就是值日生工作的变形版，给他们安排了班级管理

的任务，因为人人都有机会当小干部，值日就成了孩

子最喜欢的工作。

用爱的辅导促进有效的家校合作

教育的存在不是单一的，而是学校、家庭、社

会的复合体。我主要试行“家校社三位一体”的合

力教育，即依托家庭、学校、社会三方主体，联合家

庭、学校、社会三方资源，立体式合力开展主题活

动。

家庭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我们班的家长大部分都是外来务工人员，

学识与水平相对比较低。针对这样的情况该如何调

动家长资源呢？

我的主要做法是用团体辅导的形式提高家长的

教育水平，给班级里孩子情况雷同的家庭开设学习

营，一两个星期开展一次团辅活动，一年开展了将近

20多节团辅课，300多人次参加学习。这样的学习活

动不知道家长到底收获有多少，但就班级孩子的反

馈来看，家长们更加关注孩子的习惯了，亲子关系也

更融洽了，虽然这些工作会加重自己的负担，但我甘

之如饴，并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换取更多家庭正确、

科学关爱孩子。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教师个人对青年人心

灵的影响所产生的力量，无论什么样的教科书，无论

什么样的思潮，无论什么样的奖励制度都是代替不

了的。”我们的言谈举止、仪表行为、精神面貌、知识

结构都会给学生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始终如一地让师爱洒向每一个学生的心田，爱

让学生看得见，学得去是我不懈的追求。

爱要让学生看得见
丽水市秀山小学 李培珍

细雨沾衣悄无痕 闲花落地细无声
论“真”在营造德育课堂中的情感磁场

缙云县李阳冰学校（小学）林韵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