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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的必经之路

谈到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现

状
,

著名情感教育专家朱小蔓教

授认为
,

我国目前的学校德育
,

主

要是知识性德育
,

即通过对道德

知识的学习来提高学生的道德认

识
。

学校德育的学科化
、

知识化
、

课程化虽然在某些方面也说明了

学校对德育工作的重视
,

但从德

育本身的特点看
,

这一形式却很

难达到实现德育目标的目的
。

而

德育的根本任务
,

是在于影响人

格形成德性
。

目前在许多中小学
,

学生对说教式的德育有不同程度

的反感情绪
,

有的学生因此还形

成了
“

双重人格
” ,

即已经掌握了

道德的有关知识
,

但却同样会做

出某些不道德的行为
。

一砚让现实对摘感德育

进行反思

造成目前学校德育这种局面

的重要原因
,

朱小蔓认为
,

主要是

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情感在德育

中的价值
。

量化管理掩盖了道德

情感
。

目前中小学校的德育目标
,

主要注重于考察学生德育知识的

掌握程度
,

注重于学生的行为是

否合乎规范
,

而没有注重他的内

在情感和信念是否发生了改变
,

即使是对学生道德行为的考察
.

我们也往往是采取简单的量化方

式
,

如学生有没有佩段红领巾
、

校

牌
,

如果做到了就加几分
,

没有做

到就扣几分
。

而对于通过各种形

_ 式的教育之后
,

学生的爱

l 心
、

同情心
、

友谊感
、

自尊

! 心
、

责任感等有没有得到

l 发展
,

并没有真正作为学

l 校的德育 目标之一而得到

l 关注
,

同时
,

我们在对学生

l 进行德育的过程中
,

也往

} 往忽视了利用情感性的机

制
,

也就是说没有运用情

绪和情感的感染性功能
、

你散性功能
、

滋励性功能

和动力性功能
,

来促进学

生对学校德育工作的认

可
。

朱小荃教授认为
,

德

育的本性在于培养有社会

生活能力
、

有主体精神
、

能

主宰自己的
“
人

” 。

个体的

咚性形成
,

是不可能仅仅

通过认知层面即
“

关于道

阵
”

知识 的掌握而实现

的
。

对于个体而言
,

其道德

知识能否成为道德观念
,

主要取决于其情感的投人

怪度
。

朱小蔓教授还指出
,

要加强对中小学生敬畏感和幸福

感的培养
。

德国著名教育学家斯

普朗特格认为
, “

凡是值得我们尊

敬的不仅吸引着我们
,

同时也会

形成一种距离感
。

有谁想要接近

它
,

会为自己的卑微而觉得形移 ;

有谁想要接近它
,

却又深感与所

悦者分离有怅然若失的感觉
。 .

堵

养孩子的敬畏感
,

包括敬畏生命
、

敬畏自然
、

敬畏崇高
、

敬畏美好

等
,

也就是要培养孩子对生命价

值的向往
。

如果青少年没有这种

敬畏精神的话
,

就很可能成为一

个无法无天的人
,

一个对 自己的

内心世界没有约束的人
,

一个缺

少憧憬与精神追求的人
,

一个物

质幸福感代替精神幸福感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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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蔓教授认为
,

在中小学

阶段
,

应该让孩子们真正感觉到

成长是幸福
,

不断超越 自我是幸

福
,

克服困难实现了教育 目标同

样是幸福
,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

一

些孩子往往仅仅满足于物质的幸

福
,

这样
,

即使他有了很多物质的

幸福之后
,

仍然体会不到精神的

幸福
,

还有一些孩子
,

由于在学习

过程中形成了变态的心理
,

他们

也很难体会到学 习的幸福
。

如果

学生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
,

感受

到的总是痛苦和心灵扭曲
,

那么

这肯定是一种没有被学生认可的

教育模式
。

朱小蔓认为
,

情感性学

校德育模式
,

主要是针对我国 目

前偏重认知而忽视情感的德育状

况
,

其目的也在于呼唤一种合乎

道德教育本性的学校德育新模

式
。

二
、

让倩感在德育中充

满灵性

(一 )以礼育情 情知 交胜

古人云
:

知之深
,

爱之切
,

行

之坚
。

认识是情感产生的基础
。

一

般来说
,

认识越丰富
、

越深刻
,

情

感也越丰富
、

越深刻
。

有个班主任

所带的班级
,

在一段时间里
,

连续

发生了两起学生顶撞老师的事
,

学生之间不愉快的事更是普遍
。

于是
,

这位老师在班上批评了几

个 自尊心 过强
、

缺乏敬人之礼的

同学
,

但效果不佳
。

有一次
,

他利

用班队活动的时间
,

让大家利用

校本教材 《花开的雨露》
,

围绕 《以

情律己 以礼待人》这一文题
,

进行

讨论
,

并要求同学们收集一些引

证材料
。

他欣喜地发现
,

很多同学

说得有理有据
,

论述辩证而且全

面
,

对
“

自尊
”

与
“

尊人
”

的关系阐

述较好
,

令人信服
。

既肯定了
“

自

尊心
”

对一个人的重要
,

又强调了

“

自尊
”

必先
“

尊人
”

的道理
,

二者

相辅相成
.

只有互相尊重
,

才能形

成和睦友爱的人际关系
。

通过这

次讨论
,

班级上出言不逊
、

出语伤

人的现象大大减少了
,

取绰号
、

叫

绰号的现象也不再发生了
,

尊师

敬友 的人越来越多 … … 由此可

见
,

统一道理
,

由老师
“

灌
”

给学生

与学生悟出大有区别
,

所以提高

了学生的认识水平
,

他们就会让

理智来支配感情
,

使情知交融
、

情

通理达
。

(二 )以情育情

儿童少年的情感具有易受感

染的特点
,

我们可 以通过满腔的

激情来激发和唤起学生的情感
,

陶冶和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
。

有

个学生
,

为了使考试
“

一鸣惊人
” ,

趁黄昏破窗跳入老师的办公室偷

试卷
。

正当她在寻找时
,

班主任进

来了
,

她便抱着头
“

躲
”

到办公桌

下
。

班主任见状
,

动情地说
: “

你不

要露出你的脸
,

也不要说话
。

你回

答我的问题
,

只 点头或摇头就

行
。

你来这儿是想找一件你想要

的东西吗?
”

那学生点了点头
。 “

这

东西是属于你的吗 ?
”

那学生摇了

摇头
。 “

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

不管

自己如何喜欢都不应该拿
,

对不

对?
”

那同学又点了点头
。 “

记住我

的话
,

你走吧
。

明天你来上学的时

候
,

依然是个好孩子
。 ”

那同学低

着头
,

缓缓走出办公室
,

眼泪禁不

住夺眶而出
。

从那以后
,

她发奋努

力
,

克服种种困难
,

刻苦学习
,

最

终成了一名教师
。

人毕竟是
“

感情

动物
” ,

要让一个人认识到自己行

为的错误
, “

情
”

比
“

理
”

更容易让

人接受
。 “

情
”

的力量是无法用
“

理
”

来代替的
。

班主任老师用 自

己的一腔真情
,

保护了学生身心

健康的成长
。

所以只有当每一位

老师
“

相信每一个孩子都能作一

个好人
”

时
,

他才能去
“

了解孩子

的心灵
”

(苏霍姆林斯基语 )
。

也只

有这样
,

才能把埋在学生心灵深

处的善良
、

同情
、

愉快
、

乐观等情

感激起来
,

只有通过爱才能培养

爱
。

(三 )情真意切

教师的行为也是培养学生情

感的重要方法
。

对学生的关怀
、

爱

护
、

尊重
、

信任等
,

通过无声的行

为表现出来
,

学生有时更易接受
,

对他们情感的影响也更持久
、

深

远
。

19 9 8 年
,

长江闹水灾
,

在一个

村子里
,

几个孩子和一个女教师

被水浸泡了 3 天
,

都已精疲力竭
。

当载着他们的船离开不久
,

他们

站立的只露出屋脊的房屋就哗啦

啦地垮塌 了
。

出村的时候
,

又听见

树林里隐约传来呼救声
。

耳尖的

女教师忙喊停
,

但小船已经超载

了
。

女教师看出 了大家的优虑
,

却

毫不含糊地大叫
: “

那是我的学生

啊
,

你们把他带走
,

把我送到树上

去
,

因为我是老师
。 ”

船上的人们

都非常感动
,

被救上的学生更是

热泪盈眶
,

深谢教师救命之恩
。

老

师大都平凡
,

没有豪言壮语
,

没有

惊天地
、

泣鬼神的业绩
,

但
“

我是

老师
”

却都说过的
。

说出这句话
,

既是一份 自豪的流露
,

更是一种

责任
、

使命的替醒和提示
。

古人说

得好
:
喊破嗓子

,

不如干出样子
。

老师的行为
,

也一定会感 染学

生
。

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

也必然是
“
深刻的

、

持久的
” 。

《四 )情境契合

情感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产

生的
。

具体的情境总可 以唤起人

们相应的情感
。

因此
,

在情感教育

中
,

班主任不仅要优化儿童少年

情感生活的环境
,

而且要有意识

地创设良好的新环境
。

学期期末

考试
,

班上的同学普遍考得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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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行班级的差距较大
,

距离期

末考试只彩下 80 多天
,

同学们的

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

失败的

阴影笼罩着整个班级
。 “

怎样才能

鼓起学生的信心
,

嫩起他们心头

的希望之火 ? ”
空洞的说教肯定是

无济于事的
.

必须要让学生心中

有所
“

动
” ,

情动于衷
,

才能发之

外
。

经过反复思考
,

我取下教室里

原先悬挂的一些名人画像及名

言
。

然后对着疑惑不解的同学们
,

向他们征集自己写的警句
,

并书

写张贴
。

话是说出去了
,

同学们是

否能积极参与呢? 对此
,

我心中没
,

底
。

然而出乎意料
,

第二天一早
,

班长就交来了同学们的
“

杰作
” 。

更为可贵的是
,

班上每个同学都

写了
。

平时一言不发的小张同学

写道
:

期末考试迫眉睦
,

班君快马

加一很
。

曾在报上发过文牵的林
同学写道 : “

不加油、 赞瘫娜必粼

上游? ”

爱好足球几乎到了度夜忘

食的地步的王芥同学写道 : 寒窗
.

十载
,

只为此遭 ; 再不努力
,

失去

难找 ; 一心一意
,

争分夺秒 ; 全新

姿态
,

努力拼搏
。

从此
,

每当同学

们走进教室时
,

总要环顾四周大

家写的标语
。

然后自觉不 自觉地

将 目光停留在那些 自己熟悉的句

子上
。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

他们

总时刻警醒着自己
,

也懂得了怎

样去面对失败
,

起到了很好的教

育效果
。

可见
,

情感能对学生产生

感染
、

熏陶
、

引导
、

规范的作用 ; 情

感就像一个
“

盛力场
” ,

身在其中

就会不知不觉地被
·

磁化
, 。

三
、

让师生感 . 在德育

中共振

如今
,

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
,

许多教师只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

而漠视对他们健康人格的培养
,

从而引发学生一系列的人格缺陷

和心理病症
。

事实证明
,

在班级管

理中
,

班主任若能有效地运用情

感激励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

会获

得管理上的最佳效果
。

1
.

调盆自己心理
,

调适自己感

情

班主任努势于娜蛛自己的情
一络奋超生注助冲以饱浦的热情

面时学生
。

班主任是班级的主人
,

班上的大事小事都要班主任协调

处理
,

学生的学习
、

性格
、

安全
、

卫

生等也都牵动着班主任的心
,

惟

恐哪里出差错或发生意外
,

繁忙

的工作常使班主任头脑中的弦绷

得很紧
。

故而班主任应学会自我

调节
,

使自身始终保持积极健康

的情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
,

并以

自己的一举一动
、

一言一行影响

和带动学生进步
。

2
.

研究学生心理
.

巧用情感

激励

班 主任要善于利用学生的心

理
,

巧用赞美艺术
,

促使班干部充分

发挥潜能
,

成为班主任的得力助

手
。

班干部的培养是班主任的一项

重要工作
,

班主任不能任班干部自

然
、

缓慢成长
,

要适当给其注人
“

情

感激励
”

这一催化剂
,

使班干部的潜

能得以充分发挥
,

释放出最大能

量
。

每学期开学初
,

总要给班干部落

实责任
,

明确要求
,

每天由班干部轮

流值日
,

让他们负责一天的班务工

作
,

做好班级记载
,

发现间题及时汇

报
。

在班干部管理班级的过程中
,

班

主任相机教给他们一些具体的管理

方法
,

并鼓励他们大胆去做
。

做得有

进步
,

应及时表扬和鼓励
。

3
.

架设沟通师生心员情感桥梁

班主任面对的是一个个天真

活泼
、

感情丰富的学生
。

因此
,

管

理过程中要充分了解每个学生的

情况
,

尊重爱护学生
,

进行心与心

的沟通
。

4
.

摘捉教育契机
,

品尝成功

喜悦

要善于为学生创造成功的机

会
。

为每一个学生创造成功的条

件
,

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和内驱力
,

能有效地增强学生的自信
。

学生

有很强的好胜心和 自我表现欲

望
,

班主任要正确地加以引导
,

创

造条件
,

满足他们的要求
。

情感是维系 师生心灵 的纽

带
。

只要班主任以真心对待学生
、

尊重学生
、

爱护学生
,

多给学生提

供各种展现自身才华的机会
,

使

学生在活动中不断增强 自信
,

这

样的教育必定是有效的
。

.

(作者单位
: 江苏省丹 阳师范

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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