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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动德育模式提出的背景

长期以来， 教学与德育两张皮 的 问 题 和 德 育 与 学 生 学

校生活相分离的问题， 使学校的 德育工作边缘化， 主 要 表

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重智轻德。 即德育常常是 “说 起 来 重

要、 做起来次要、 忙起来不要”； 二是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的实施方案， 只采取 “就事论事” 式的开 个校会、 搞 一 两

次活动的方式。 甚至于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德育工作

者充当 “救火队”； 三是德育的实践操作以教与学的一对关

系 出 现， “师 生 双 方 被 以 明 确 的 职 业 身 份 定 位 划 分 开 来 ，

让双方站在其对面， 一方教导另一方， 一方从另 一 方 那 里

学习有限的道德知识， 并试图借助这种单纯的道 德 知 识 学

习去培养预期的道德能力。” 〔1〕 德育教育者反反复复地讲，

但在反反复复讲的劳动付出中， 很难收到预期效果， 呈 现

出教师厌教、 学生厌学的状态。

如何破解德育工作在学校教育中的边缘化困境， 显然，

活动德育是一个可行且有效的 模式。 活动德育， 是 指 以 全

人教育为中心目标， 把学科教学活动、 班级管理 活 动、 心

理辅 导、 学生的学习活动、 学生日常生活、 开展的 教 育 活

动 等 日 常 学 习 生 活， 有 目 的 地 纳 入 学 校 的 德 育 系 统 管 理 ，

成 为 德 育 系 统 活 动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 实 现 全 员、 全 方 位 、

全过程育 人， 突出育人的最终目的。 由于其将日常 生 活 的

每一个环节和每一项内容， 成为为育人 服务的有意 义 的 事

情， 就使学生有了参与学校德育系统活动的兴趣， 从 而 达

到了寓德育于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目的， 提高德育实效。

二、 活动德育模式的实践原则

（一） 社会本位原则

社会本位包含两层意思： 第 一， 学 校 所 处 地 域 的 社 会

特点、 文化背景、 人文历史、 社区资源 等社会因 素。 这 些

因素对学校活动德育的整体设计与开展， 将起 着 方 向 与 定

位的导 向作用， 并成为社会探索、 社会实践与服 务 的 有 力

载体。 第二， 学生学习生活相对集中于 学校， 对 于 整 个 社

会来说， 可以说是个小社会。 其秩序、 交往、 活 动 等， 既

有大社会的共性， 又具有独特的个性。 小学阶段， 少 年 儿

童已产生了社会接受性的认可需求， 需求能否实 现， 和 参

与交往及取得成功的多寡密切关联。

基于社会本位， 学校在实施 活 动 德 育 时， 首 先 要 根 据

学校办学的社会效应、 历史特点和 发展方向， 对 活 动 德 育

进行整体设计， 既体现鲜明的主题， 又把校园 生 活 每 天 细

小繁 多的事情， 提升到学校德育管理的高度， 成 为 有 组 织

的、 有分工管理的、 孩子向往并积极参与的有意义的活动。

其次， 既要使每一个孩子都能参与活动， 在活 动 中 获 得 体

验， 得 到启发， 又要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提 出 不 同 的

活动要求， 使活动教育具有针对性。 最 后， 教师 要 共 同 参

与， 并与学生一同成长。

（二） 学科本位原则

学科本位原则要求德育立足 于 课 堂 教 学 活 动、 学 科 兴

趣活动和课外学生探究活动。 学科本位的活动 德 育 机 制 是

在师生协同完成学习任务 的过程中， 通过问题、 情 境 的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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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等各种教学手段， 改善课堂学习的组织方式和 内 容 呈 现

方式， 从教师讲为主转变为 组织学生学习、 发现为 主。 通

过动态的课堂组织、 有效的互动探讨， “学生关 注、 同 感

和内 化， 才是德育工作的真正开始； 内化为内因， 内 因 转

为动机是核心； 动机导致行为是落脚点。” 〔2〕 学生的主动

参与， 师生全身心的倾注， 追求并享受积极、 高 质、 高 效

的 课 堂 生 活 品 质 ， 能 有 效 促 使 学 生 良 好 学 习 品 质 的 形 成 ，

包括学习兴趣、 学习习惯、 条理性、 思维习惯、 观 察 力 等

等， 把育人、 启智、 培能、 炼性结合起来。

（三） 人文生活价值本位原则

活 动 德 育 的 宗 旨 是 使 师 生 均 可 获 得 精 神 生 命 的 生 成 。

德国价值情感现象学的哲学家 舍勒认为： 德育的本 质 在 于

寻觅和建立人心秩序。 他认为在价值等级体系的五 种 价 值

等级中， 当一个人偏爱一种价值领域的内容时， 一 种 道 德

活动就会出现， 并表现出为 了高级价值而牺牲低级 价 值 的

趋势。 〔3〕 怎样做人与做怎样的人的问题， 是学校德育需要

解决的本质问题。 童年时代的生活及受教育的方 式 对 人 的

一生能起到基本定调的作用， 这已是不争的生活现实。

活动德育的人文生活价值， 在 于 创 造 富 有 道 德 价 值 与

意义的德育环境， 使学生经常处 在交往、 合作的状 态， 便

于个人的行为调节到与集体的要求相一致， 成为 活 动 的 主

体， 体现个人能力和价值， 在参与、 体验、 感悟中， 形 成

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能力， 获得精神 生命的生成。 “个

体在活动中不仅产生了客观内容的内化， 还发展 了 自 我 的

需要， 需要变得具体化， 具体地引导着人们的行为。” 〔4〕

三、 活动德育的开展策略

由于儿童从犯错中成长的必然 规 律， 活 动 德 育 的 开 展

必须先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教育 管理者以儿童世界 的 态 度

和准则看待、 安排、 引导生活中的事情， 保护少 年 儿 童 与

生 俱来的主动性， 注意换位思维。 二是从糟糕的事 情 中 发

现 教 育 的 意 义 和 价 值， 折 射 人 性 的 光 辉， 促 进 自 我 感 悟 。

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活动德育即可以通过下面途径开展：

（一） 依托地域社会资源

学校德育应该根据学校所处地 域、 社 区 个 性 特 点， 充

分利用当地人文历史、 风俗习惯等 社区资源， 整合 运 用 到

学校德育工作上来， 为育人所用， 成为学校德育 系 统 的 有

力凭 借。 同时， 针对学校学生特点及存在问题， 对 学 校 德

育进行整体设计， 形成鲜明的主题， 统 率学校德育 各 方 面

的工作， 使学校德育工作的开展有方向、 有灵魂， 避 免 浅

尝辄止、 零敲碎打， 为德育而德育的低效行为。

（二） 发掘利用潜在资源

要提高德育实效， 不光要让 学 生 动 耳、 动 口， 还 要 让

学生动脚、 动手、 动脑， 通过去思考、 去做、 去 实 践、 去

交流的过程， 生成道德能力。 这样， 就要发掘 和 利 用 校 内

外的潜在资源， 如文 化积淀、 历史资源、 环境状 况、 生 活

风貌、 场馆设施、 学生管理方式、 好人好事、 时 事 新 闻 等

等 ， 根 据 学 生 年 龄 特 点， 设 计 德 育 活 动， 开 展 实 践 探 索 ，

使 校 内 活 动 与 校 外 活 动 互 为 补 充 。 如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活 动 ，

是个大系列的活动。 可以从入学伊始， 从校内 爱 老 师、 爱

班集体、 爱学校活动为起点， 延伸到校外爱家庭、 爱家乡、

爱祖国各子系列活动， 活动方式从激发感情的看、 讲、 颂、

听、 谈、 读系列活动， 到参与其中的绘、 写、 演、 编、 摄、

访、 做、 调查等系列活动， 真正 达到 “基于真实 情 境 的 学

习”、 “基于社会资源的学习”。

（三） 开展互动交流的学习活动

课堂教学作为育人的主渠道， 必 须 纳 入 德 育 管 理。 通

过评价导向， 促使先学后教的知识 呈现方式、 互 动 交 流 共

同探究学习方式的形成， 改变教师讲、 学生听 的 固 有 学 习

方式， 引导组织学生先尝试学习， 通过学生先学， 课 外 找

资料、 举例子、 做调查、 编题目、 做阅读、 写 感 想， 课 堂

做交流、 谈感受、 小组合作探讨问题， 教师引 导 点 拨 去 教

的课堂教学活动模 式， 使知识活起来， 使学生对 学 习 感 兴

趣并动起来， 用知识学新知， 探讨新问题， 相互 启 发， 共

同体验生命的成长， 日积月累， 形成学生良好 的 人 文 道 德

素养和学习能力。

班 会 课、 队 活 动 课 则 根 据 学 校 德 育 活 动 的 总 体 安 排 ，

突 出 主 题 活 动， 充 分 运 用 身 边 人 身 边 事 的 日 常 生 活 资 源 ，

注意以童心、 童趣、 童话的活动方式， 班主任 的 角 色 由 控

制者转变为引导参与者， 开展生动有效的教育。

（四） 提供自我实现的空间

学生的社会接受性认可需求、 个 人 价 值 形 象 感 受， 不

但体现在课堂学习活动的过程中， 而且还体现在 学 校 日 常

生活中。 把学生在校日常生活细小而繁多的事 情， 如 孩 子

的 个人卫生、 穿戴， 班级卫生保洁、 班容班貌的 管 理， 书

报分发、 组织阅读， 教室电器的开关， 餐 具的收 发 与 送 到

食堂， 班上孩子吃饭、 午休的组织管理， 雨伞 的 放 置， 擦

桌子、 搞卫生、 做 值日， 学习小组的组织负责， 课 间 活 动

的组织管理等等， 提升到学校德育管理的高度， 成 为 一 种

组织， 为孩子创造自我实现的空间与自我展示 的 平 台， 成

为孩子向往并积极 参与的有意义的活动， 丰富校 园 生 活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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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存在于教师专业实践的每 一 个 角 落， 并 对 教 育 教

学效果产生着明显的影响。 这一 点已经被众多的研 究 者 证

实， 并引起了人们对教师情绪研究的广泛关注。 但 是， 教

师 由情绪而带来的一系列突出问题， 如情感耗竭、 消 极 被

动、 职业倦怠、 心理高原期等对教 育的负面影响并 未 得 到

应有的重视和有效地解决。

世纪之交， 我国实施了以课程 为 核 心 的 基 础 教 育 全 方

位改革。 课程改革的到来虽然对 教师可能意味着更 多 的 选

择和发展机会， 但也使其失去了原有的稳定、 舒适和安全，

让不确定成为每一位教师都要面对、 而且必须面 对 的 日 常

之物， 教师情绪受到强烈的 冲击。 面对改革， 教师 既 有 走

向成功与自我实现的喜悦， 又有因无法适应改革而 遭 受 情

感的创伤。 因此， 了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 教 师 的 情

绪表征， 并探究相应的解决策略， 是基础教育 课 程 改 革 深

入推进的必然选择。

一、 课程改革视阈下教师的情绪表征

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 教师 的 情 绪 表 征 是 复 杂 而 矛 盾

的。 有认同有抗拒、 有期待有漠视、 有喜悦有困 惑、 有 兴

奋有无奈， 人们用 “一半是冰雪， 一半是火焰” 形 象 地 描

述了教师在课程改革实施过程中内心的复杂感受。

（一） 兴奋与喜悦

课程改革更加关注学生形成 正 确 的 人 生 观、 世 界 观 和

价值观， 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发展，

受到社会、 学校的一致认同和教师、 家长、 学 生 的 普 遍 欢

涵。

丰富校园生活内涵， 还包括以 下 几 个 方 面： ①校 园 闲

暇时间的利用， 用以开展球类运动 及音乐类、 书画 类 的 艺

术集体生活； ②深入开展队员 “五自” 教育活动， 形 成 家

校一体的 德育格局； ③以校为本， 突出德育主题， 坚 持 开

展第二课堂兴趣活动， 发展学生的个性特 长， 进一 步 增 强

学校学习生活的趣味性， 培养能力； ④教师共同参与其中，

在与学生的 接触、 交往中， 以自己的心灵去体察和 感 受 孩

子 的 心 灵， 依 靠 孩 子、 信 任 孩 子， 给 予 机 会、 创 造 条 件 ，

以平和的态度传达对孩子的尊重、 宽容和期待， 帮 助 孩 子

进 行 选 择， 帮 助 孩 子 学 会 在 宽 容 中 从 善、 在 感 动 中 成 长 ，

产生积极上进的动力， 达到择善而行， 最终形成道 德 判 断

和道德选择能力的目的。

注释：

〔1〕 刘惊铎. 生态体验： 道德教育的新模式 〔J〕 . 教育研究，

2006 (10)

〔2〕 朱 小 蔓 . 中 小 学 德 育 专 题 〔M〕 . 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

2002： 135

〔3〕 李晓文. 学生自我发展之心理学探究 〔M〕 . 教育科学出版

社， 2001： 207

（何远清： 广州铁路第五小学 广东广州 510400 责

任编辑： 张海新）

课程改革视阈下教师的情绪表征及应对策略*

李壮成

〔摘要〕 情绪存在于教师专业实践的每一个角落， 并对教育教学产生着明显的影响。 在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实施过程中， 教师的情绪表征是复杂而矛盾的， 有认同有抗拒、 有期待有漠视、 有喜悦有困惑、

有兴奋有无奈。 深入分析这些复杂情绪存在的原因， 并从研究者、 管理者、 执行者的多维视角提出应

对策略， 对于师生良好情绪的养成、 教师的成长与发展以及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 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课程改革 情绪 教师发展 管理策略

教 师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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