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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在知 、情 、意 、行几个方面都得到相应

的发展 。而且 “知 ”可以促 “行 ” , “行 ”又可以

反过来强化 “知 ” , 只有 “知 ” “行 ”统一 , 才能

形成道德诸要素之间的协调 、良性发展 。

此外 , 德育的有效性还取决于教师的人

格和行为表现 。没有教师的身教 , 就没有真

正的德育 , 学校教育就不可能实现它的道德

目的 。如果班主任为了保住班级的分数而默

认学生的做法 , 不管班主任引导得多么巧妙 、

到位 , 都不会让学生认同 , 而且还会给学生

一个错误的导向— 说和做是两码事 , 并容

易使学生成为知行脱节的 “两面人 ”。曾看到

过一篇文章 , 里面引用了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

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在一次教育界座谈会上

谈到的自己一次听课经历 , 她说 , 在听一堂

充斥着 “正确的废话 ”的主题班会的时候 , 自

己好几次坐不住 , 但学生丝毫不觉难受 , 不

少教师还表示肯定— “上台发言就得这么

来 ”。有胆大的学生坦言 不少老师都是在讲

台上 “花好稻好 ”说一套 , 到下面具体做就完

全另外一码事 , 挺正常 。正是这种言行不一

的教育 , 造就了部分学生虚伪的人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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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矛盾情境中弓导青少年品德发展 崔 鹏

校徽是学校的标记 , 很多学校都要求学

生佩戴校徽 , 目的是建立学生对学校的归属

感 , 激发学生热爱学校的集体荣誉感 。既然

提出了要求 , 随之而来就得通过检查确保落

实 。 “校徽风波 ”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

检查的同学即将到来 , 如果被查出有的同学

没有带校徽 , 班级就会因此被扣分 , 班级荣

誉就会受影响 , 班级利益就会受损 。忘戴校

徽的小王可不想做这样的 “罪人 ” , 他急中生

智快速制作出 “纸校徽 ” , 如他所愿在检查中

顺利地蒙混过关 。值日班长为安全度过危机

而兴奋不已 , 班级里大多数同学也都把 “集体

荣誉 ”置于 “诚信 ”之上 , 认同小王的行为 。

班主任李老师没有采取 “速决法 ”把小王

批评一顿了事 , 也没有认为这是小事一桩 ,

将其弃置一边 。她把这件事情向全班同学通

告 , 听取大家的看法 , 并通过表决了解每一

位同学的真实想法 。李老师的做法为这次教

育过程开了一个好头 。 “诚信 ”与 “集体荣誉 ”

都是日常教育中强调的核心价值 , 但当两者

相遇并且相互矛盾 , 大多数同学选择以 “不诚

信 ”换取 “集体荣誉 ”。此时的班主任同样身处

矛盾之中 , 面临着 “管理 ”与 “教育 ”的选择 。

如果仅仅注重管理效果 , 把维持班级秩序和

让学生个体服从集体放在首位 , 那班主任就

可能默许 “假校徽 ” , 批评教育小王 , 叮嘱他

以后要戴好校徽 , 就不会再对这件事情过多

关注 。班主任 日常工作中 , 有很多这样的例

子 。比如某位班主任为了应对红领巾检查 ,

让班干部身边常备多条红领巾 , 给那些忘记

的同学临时佩戴 。还有一位班主任 , 为了避

免同学迟到扣班级评比分 , 竟然淮备好十几

张医生开具的 “请假条 ”。班主任的言行和态

度对学生的行为和心理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榜

样作用 , 如果学生感到可以用行为掩盖事情

的真相 , 那么学校生活中真善美的气氛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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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 , 教师的话也将失去教育的力量 。这些

“不诚信 ” 的行为似乎赢得了眼前的 “集体荣

誉 ” , 但损失的恰恰是长远的 “集体利益 ”和每

个青少年的品德成长 。班主任是青少年的人

生导师 , 首要的就是教育人 、引导人 。要帮助

学生认识什么是真正的集体荣誉 , 作为集体

一员应该采用什么手段和方法为集体赢得荣

誉 , 如何正确对待集体荣誉 。

品德是个体内在的心理结构 , 品德结构

作为个体社会行为调节系统 , 其品德水平是

在情境抉择中 , 尤其是在利益冲突中表现出

来的 。品德心理学认为 , 品德发展的矛盾情

境能为品德发展提供先决条件和时机 。因此 ,

班主任要充分利用矛盾情境 , 从学生个体和

集体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其教育价值 , 利用展

现出的学生特点 , 因势利导 , 将其转化为学

生品德发展的契机 。本案例就是青少年成长

过程中一个典型的品德发展的矛盾情境 。基

于本案例 ,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首先 , 摒弃程式化说教 , 从 “望闻问切 ”

开始 。德育过程不是教育者一厢情愿的事情 ,

班主任不应简单地告诉学生该如何做 、不该如

何做 , 或是简单地同意或否定学生的想法和

行为 。强硬地去限制和阻止学生的不良行为 ,

往往会增加学生的心理负担 , 甚至会激起逆

反心理和行为 。李老师没有在集体面前批评

小王借以训诫全体 , 尊重和保护了小王的自

尊心 、上进心 , 避免了消极批评可能带来的一

系列负面效应 。由于人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 ,

一个行为背后可能蕴含着完全不同的道德需

要 , 而同样的动机又可以产生不同的行为表

现 。因此首先要花时间对学生 “望闻问切 ” ,

通过观察 、谈话 、问卷等途径关注学生的现实

困惑 , 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 , 走入学生的内

心世界 。本案例反映出这些同学会为集体获

胜欣喜若狂 , 会为集体失利伤心落泪 , 但对

于采用不恰当手段取得集体荣誉的行为却是

认识模糊 。因此 , 对他们进行如何正确对待

集体荣誉的教育很有必要 。

其次 , 以情感为桥梁 , 在尊重理解中营

造育人氛围。李老师能发现学生在维护班级

荣誉中存在的道德问题 , 这是难能可贵的 。

这说明李老师有着较为高尚的师德和较强的

育德意识 。意识到班级学生在这一事件中暴

露出的道德认知上的偏差 , 李老师的确会陷

入表扬也不是 、批评也不是的两难境地 。表

扬会强化学生的不诚信行为 , 而批评则会损

伤学生维护班级荣誉的积极性 。所以 , 建议

李老师不要简单地批评学生的行为 。品德结

构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社会行为抉择系统 ,

品德建构的过程是以情感体验为核心的知情

行整合过程 。青少年自我意识尚未稳定 , 自

控能力尚不成熟 , 存在着复杂多变的想法 ,

出现许多 “不良行为 ”都是可以理解的 , 是可

以引导转化的 , 所以要对学生给予充分的尊

重和理解 。建议李老师先要表扬学生对集体

荣誉的关心 、爱护 , 然后再启发引导学生去看

待行为中有何不妥之处 , 并让 位弃权的学生

分享他们的想法 。这样做 , 可以让学生在情

感上易于接受老师的教育 。

再次 , 以活动为载体 , 从体验入手展开

对话 。当学生开始对自己的行为产生困惑和

质疑之时 , 教育的时机已经成熟 。李老师可

以组织班会 , 如请学生回忆班集体曾经获得

过的荣誉及自己为集体作过的贡献 , 请学生

汇总班集体获得荣誉的证书 、奖状及照片 , 请

学生收集中外优秀人物的诚信故事 。通过贴

近学生的生动事例 , 剖析两难情境 , 引导全

班学生展开讨论 , 帮助学生认识真正的集体

荣誉究竟是怎样获得的 必须是基于所有成

员的共同努力 , 以真正的优秀表现来赢得 。

然后整合体验 , 提炼共鸣点 , 引导学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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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要自觉用诚实 、正直的行为去赢得和维护集

体荣誉 , 使具体体验上升为理性认识 , 引导

学生正确对待集体荣誉 , 同时进一步认清 “诚

信 ”的可贵 。学生 “先行后知 ” , 在辨析 、明理 、

拓展的过程中触动心灵 、启迪智慧 , 成为他们

积极人生的新起点 。学生的理解不是教师灌

输所给予的 , 而是在活动中直接体验和自主

探讨总结出来的 。学生在活动的过程中 , 一

方面会平衡认知上的冲突 、消除认知矛盾 、提

高道德认知水平 ,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出现

新的道德冲突和矛盾 , 或者无力消除原来认

知上的冲突和矛盾 。这就需要班主任及时展

开对话 , 给予点拨和引导 。

在校园里 , 师生的生活与相互关系的每

一步都充满着深刻的道德意义 , 特别是含有

道德冲突的情境 , 更是德育的重要资源 。班

主任要善于利用班级生活中真实的道德冲突 ,

让学生在矛盾情境中学会独立自主地比较 、辨

别复杂的生活内容 , 学会处理 日常生活中的

道德关系 , 逐步体验更高的道德境界 。

作者单位 上海市第二初级中学 , 上

海 ,

德育要直面学生的生活 何 康

学生小王为了不让班级被扣分 , “急中

生智 ”绘制了校徽 , 结果没被检查员发现 , 保

全了班级的 “荣誉 ”。但不是所有的同学都能

高兴起来 , 也由此产生疑惑 , 这样做是否合

理 班主任李老师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 请大

家讨论并表决 , 班级 位学生弃权 , 认为这种

行为不诚信 , 但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位学

生赞成 , 认为是为了维护集体荣誉 。

这一问题让班级师生纠结 因为在学生

眼里 , 这是一道难选的单选题 要么 “不诚

信 ” , 要么 “让集体扣分 ”。不仅学生为难 , 教

师同样为难 还因为我们目前的道德教育很

少引导学生讨论此类生活中的真问题 。但这

一问题值得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应对 。

一 、要厘清案例中所蕴含的道理

首先 , 班主任需要厘清道德和利益的关

系 , 在现实的生活场景中 , 道德和利益常会

遇到如下冲突 坚持道义 , 会给个人和集体

集团 带来损失 维护个人和集体 集团 的

利益 , 需要违背道义 等等 。在个人利益与道

义之间发生冲突时 , 我们的基本教育立场一

般不会有大的出人 , 那就是坚持道义 , 放弃

个人利益 。但一旦道义和集体 集团 利益发

生冲突 , 态度就会含糊 。这在当前的成人社

会 , 更是屡见不鲜 。

其次 , 班主任要厘清道德教育中目的 、手

段和结果的关系 。倘若三者都是善的 , “善始

善终 ” , 人们不会有所质疑 。但道德生活不会

这么简单 , 该班发生的事就是如此 。为了集

体不扣分 善的目的 — 欺骗检查员 不道

德的手段 — 保全了集体的利益 “善 ” 的结

果 。在这样一个道德场景中 , 我们怎么来评

价 “不道德 ” 不诚信 的手段 能否因为其获

得了 “善 ”的结果而改变其原有的性质 , 我们

的教育应该有明确的立场

上述案例引起学生和老师的困惑 , 究其

原因 , 长期以来我们把为了集体 团队 、集

团 的道德目的 、获得了集体 团队 、集团 利

益 , 都视为道义和善举 , 它同时还决定着手

段的性质 。在这个话语系统中 , 道德的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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