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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相融  教学合一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推进，德育越来越受重视。德育对学生的成人成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从小抓起，我们的
小学德育教育对小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众所周知，学校中的德育教育，应以班级课堂为主阵地，切实提高小学生的基本道德素养，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诚信行
为，引导学生自觉养成重信誉、讲诚信的良好习惯。突出立德树人，在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人文精神
教育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能力。
庐江县城关小学作为庐江县的品牌学校，在德育教育方面的经验也是该县首屈一指的。学校不但积极参加道德与法治培
训会，并主动开展主题班会的宣传活动，对如何开展德育建设有着弥足珍贵的经验。今天我们就走进城关小学，看看该
校的领导和老师们对小学生的德育教育有何独特见解。

特别点评
教学合一有实效 专项教育出成果
□庐江县城关小学副校长    李星明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立足于学生生活，在课内与课外，在学科教材与学生生活，在课堂教学与德育管理之间形成整合，
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与法治观念，养成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
如在教学关于“规则教育”的内容时，针对我校一些学生上下楼梯行为不规范的现象，我们适时开展了“上下楼梯靠右
行”的专项教育。具体做到“六个一”：树立一种意识。通过道德与法治课、校会、班会，讲清活动意义。划出一条标
识。学校及时在楼道上划出中分线，时刻提醒学生规范行为。宣传一则口号。拟出城关小学学生上下楼梯三表现：“靠
右行、自成行、慢步走”的口号，让全体学生熟记于心，践行于行。开展一项演练。对学生进行规范行走的操练，培养
学生集体主义观念，强化文明安全意识。形成一个系列。进行一系列的“上下楼梯靠右行”的常态化训练，确保活动取
得实效。 建立一支队伍。学校在高年级成立“校园小卫士”中队，在各楼道分楼层定岗督查、评价，将检查结果纳入星
级班级评奖机制。列出一个清单。对于学生容易出现的错误行为，列出一个负面清单，提醒学生注意防范。
经过一个月的集中训练，我校师生基本上形成了“上下楼梯靠右行”的文明自觉。这些做法完全可以落实到广大学生安
全素养、文明习惯的养成学习中，并必将对他们的人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故事”智囊助成长
□五（3）班班主任   刘彬彬
“育人”是教育工作的核心，如何育人是每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班主任都不得不思索的问题。以下是我总结的一些好方
法：
听故事汲取动力  新学期开始，班级一名学生拖拉作业，学习兴趣也不高。我跟他聊天，他说就是不想学习。我便在班
级开展了一次以“勤奋学习”为主题的“班级故事会”。在故事会上，学生们带来了《囊萤映雪》《海伦凯勒的故事》
等等古今中外十多个勤奋学习的故事，这名学生在当晚的日记中写到：我要向他们一样，再也不拖拉作业了。我们总会
遇到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学生，用故事形式讲出的经验比责备和说教有效得多。
讲故事锻炼能力  众所周知，“活动”最能锻炼每个学生的综合能力。然而每天搞大的活动也是不切实际的，但“小活
动”可以天天搞。每天上课前，我会提早三分钟进班级，选一名学生为大家讲一个三分钟的小故事，选的故事既要有价
值，又要有趣。讲故事要做到：声音洪亮，口齿清楚，绘声绘色。而为了避免学生选故事和讲故事的随意性，我选了几
位阅读面广、讲故事生动的“故事大王”来“鉴定”和“验收”。这个“小活动”成了全班同学每天最期盼的时刻。
写故事书写美丽  其实我们的日子每天都是故事，作为班主任兼语文教师，我要求学生每天写“百字日记”，把每天自
己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记录下来，就是自己的美丽人生故事。
不管多么精妙的算法和公式，都不如蕴含在故事中可以随意变形、创新、即兴发挥的个人感悟。听故事、讲故事、写故
事，我的故事智囊让班级管理变得高效，每个学生在“故事”的陪伴下成长。

轻轻打开那扇门
□三（1）班班主任  谈晓英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叩柴扉久不开”，这是诗意的开门。可是，在小学的课间经常看到的开门却是这样的：孩子在教
室里把门死命顶住，不让外面的孩子进去，外面的孩子又不肯善罢甘休，又推又挤；刚刚进行了大扫除，可是门上就有
了脚印；有的孩子开门就像灾难片，一把推开，门、墙俱伤。
目睹这一幕幕，我的心情很沉重。可是孩子浑然不知，麻木不觉，怎么办呢？考虑过后，我在班里举办了一场主题为“
教室里的那扇门”的故事会。
谈谈门的作用  故事会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早上，那扇门迎接我们到来；傍晚，那扇门在身后为我们守护。夏
天，那扇门敞开着，让清凉的风吹进教室；冬天，那扇门替我们挡住寒冷。上课，那扇门给我们一片宁静。教室的门，
就是我们的守护神啊！
听听门的心声  门的作用这么多，可是，你知道它的心声吗？我当堂播放了一段视频：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天天迎来送
往的门。最近，有几个小朋友推我，踢我，捶我，你看，我满身伤痕。孩子们一听，都安静了下来，有几个小调皮低下
了头。我接着问：“门”在向我们呼救，我们应该怎样帮助它呢？
学学门的开启  在孩子们眼中，开门只是一个动作而已，根本没有考虑那么多。于是，我和学生一起学习：我轻轻敲
门，学生学着轻轻敲门；我轻轻开门，学生学着轻轻开门。我们一起设想：早晨，来到教室，轻声慢步推开门；迟到
了，轻轻敲门，得到老师允许，再进门；上课下课，排队有序进出门。
从此，孩子们不光是开门，连搬桌子，交作业，都温柔有礼。失之桑榆，收之东隅，这小小的一扇门，竟有这么大的魔
力。孩子们学会了轻轻开门，就悄悄地走近了文明。

为学生撑起一把“保护伞”
□四（5）班班主任  李  丽
小学阶段是一个人成长的基础，是一个人品德、个性、道德观和人生观形成的初始时期。作为班主任，我们理应承担起
保护孩子的义务，我们必须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撑起一把法制的、安全的“保护伞”。
在班级文化中渗透  我每周都会利用班级文化墙，把一周发生的能警醒孩子的法制故事打印张贴出来，供孩子们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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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把法律知识深入到心里，同时，在黑板报上留出法制专栏，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班级
法制建设中来。
在队会活动中引入  以班队会为依托，积极开展好“法在心中” “做个守法的好少年”“热爱生命，远离毒品”“争当
小律师”等一系列的班队会活动。在活动中开展讨论交流，通过广泛参与，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学习法律知识，接受一次
次的法制教育。
言传身教  为了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作为教师，一定要率先垂范，做学生品德、人格上的楷模。古人云：“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班主任教育学生，不能只靠知识和说教，更要靠人格与道德风貌，这对于学
生的道德意识和人格的形成，对学生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都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持之以恒  道德法制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班主任长时间的教育、潜移默化。班主任在对学生的法制教育中，要有
持之以恒的决心，不要抓一段时间，放松一段时间，或是出了问题再来抓。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作为班主任，更要从大处着眼，点点滴滴着手，深化、细化道德法制教育，为小学生的健康成长构建一片纯净的法制天
空。

小学班主任如何做好心理辅导工作
□六（7）班班主任  彭功长
“教师应当是心理医生”是现代教育对教师的新要求，班主任能否以科学而有效的方法把握学生的心理，因势利导地促
进各种类型学生的健康成长，将对教育工作成败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班主任如何才能正确地进行心理上的辅导与疏
导，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呢？我就自己的实际工作谈几点体会。
了解心理健康状况是前提  班主任接手新班级时，要主动地向前任班主任及科任教师了解班级情况，迅速记清每个学生
的名字，要亲自对学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了解。比如班主任可以设立“悄悄话本”“心理信箱”，开辟师
生心理沟通的渠道，直接获得学生各种信息。此外，还可以定期做好家访工作，经常与家长密切联系，当面交谈，借以
洞察学生的人格与背景，有意识地、实地了解学生的家庭感情氛围、文化氛围、生活水准、休闲活动、管教态度等，以
增进对学生的全面认识。有条件的班级，特别是对中高年级学生，还可以采用问卷法进行调查，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以方便长期记录、查询、分析、追踪。
尊重、理解、真诚、保密是基本原则  班主任必须尊重学生的人格，重视学生的心理需求。班主任要竭力走进孩子们的
心灵世界，要设身处地地去认识、了解、感受他们的体会。要真诚地善待每一位学生，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有些学生
的秘密，班主任一旦发现，还要为他们保密，让学生认为你是可靠的、值得依赖的。
学会接纳、观察、聆听是保障  班主任要用坦诚的态度，使学生感到教师能对他的思想与情感给予接纳，从而创造一种
自由的、开放的、无拘无束的气氛。发现学生行为不当时，应分阶段地采取措施，停止对学生进行消极批评和指责，不
能厌弃学生，要努力使学生安心在校学习。而且教师应开始认真考虑对策，努力去理解学生，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学生的
情感和行为。并坚持与学生保持情感沟通，让学生体会到老师对他的期望和关怀依然存在。同时，保持以往对学生的教
导和影响。

只有懂得 才会有效
□五（7）班班主任  张凤玲
有这样一则小笑话：一只小兔在湖边钓鱼，一连钓了三天了，始终一无所获。正在纳闷，怎么鱼儿老是不上钩？真急
人！这时一条鱼浮出水面冲着小兔大喊：“你能不能别总是用胡萝卜做诱饵！我都快气疯啦！”嗮然一笑之后，细细一
想，小兔只想着自己最爱吃的是胡萝卜，而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它在给鱼儿准备诱饵，而不是自己！
我们在管理班级、教育学生时，如果不站在学生的立场去考虑问题，忽视学生内心深处的需求，那一定也免不了要犯小
兔犯过的错。上学期跑操比赛结束后，我因为之前占了一节数学课，准备把体育课上数学。学生们见进教室的不是体育
老师就大声地提醒我：“这节是体育，不是数学!”“知道，这不怕外面的太阳晒坏你们了，张老师这才来带大家躲在屋
里吹电扇学数学嘛！”但他们依旧不依。面对我的威逼利诱，孩子依旧坚持说：“我们不怕累，我们喜欢跑操”。我显
然低估了体育课在学生心中的位置，犯了和小兔一样的错误：把孩子当作自己了。孩子的天性是活泼的，有着我们不可
想象的朝气！
这学期，新接一个班，有个女生数次没交作业。问及原因，她就是不开口。通过了解，这女生有些懒，但我也知道一味
的责备她是没用的。我悄悄地把她拉到一边，和颜悦色地引导她：“老师一看你眼神清澈，一定是个聪明的孩子，我想
你也是五年级的学生了，肯定也不想一直让同学们笑话你，从现在起，按时完成作业。老师相信你！”给了她最缺的信
任和肯定后，她果然没让我失望。
只有懂得，才会有效。只有懂得孩子的心，才能走进孩子的心，才能抚慰他们的灵魂，才能塑造他们的灵魂！

手有戒尺 心有饴糖
□一（3）班班主任  吴子芬
在小学的德育工作中，赏识教育有时真的可以唤醒一个沉睡的灵魂。我的班中有位朱同学，行为粗鲁，欺负同学，一次
次地批评、教育，都无济于事。一天，他抢倒垃圾时把人推倒了，我猛然想起陶行知先生用四块糖教育学生的故事，便
改变策略，对孩子们说：“朱同学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你们知道吗？”孩子们面面相觑，不知我说的是什么。“你们
看，朱某同学今天抢着为班级倒垃圾，这说明他是爱集体、爱劳动的好孩子啊！让我们用掌声向他表示感谢。”在那一
刻，我看到孩子的脸红了，变得不知所措，或许是因为突如其来的表扬，或许是因为“做贼心虚”吧，不管怎样，他脸
上的变化让我一下子看到了希望。
我抓住机会及时表扬他，从细小的事情中去发现他的优点，赞扬他的进步，慢慢地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不再追逐打闹，
学习也认真了许多。
每一个孩子都很重要，都应该获得尊重，这就是最好的教育。手有戒尺，心有饴糖。对问题学生的教育不是仅有批评和
责罚这些手段，我们要做一名心中装着糖果的教师，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戴着放大镜去看优点，去赏识孩子，不嫌
弃，不放弃，学生自然而然就会改正错误，健康成长。
本版稿件由郑晓娣、李娅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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