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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贤

用什么形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通常的做法就是了解和赞美：

比如参观历史遗迹和博物馆，了解中

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游览观光景点，了

解祖国的大好河山和特色风貌；实地

考察或听取介绍，了解当代中国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从而激

发学生感情。笔者曾参与过多次有关

爱祖国、爱家乡的学生征文评选，发现

几乎都是这一类夸赞性文章。了解和

夸赞，这自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仔细思考，不难发现，这种教育方

式都着眼已有的物质层面，能不能在这

个基础上，再增加一个着眼于人的层面

呢？因为祖国和家乡，不只是由山川河

流、高楼大桥等物质组成的，更重要的

组成部分还是生活其间的人，包括历史

人物与现实人物，尤其是活跃在当下的

最普通的你、我、他。人是组成我们这

个“国家”或“家乡”的最生动的最富有

个性的元素。把人的各种优秀元素充

分展示出来，让异国他乡之人有目共

睹，从而由衷地尊重、佩服与赞赏，这何

尝不是爱国的表现呢？

在刚刚落幕的平昌冬奥会上，央视

主持人陈滢在现场解说日本选手羽生

结弦的比赛时，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打动

了众多观众，甚至令很多日本观众为之

倾倒，为国人大大挣足了面子。她的解

说词还被日本网民翻译成了日语，获得

了6000多次的转发和1.4万次的点赞。

一位日本网友留言说：“以高洁的教养，

不分国籍地对拥有努力、实力和美的对

象加以称赞，表示敬意，这是多么美好

的事情！”陈滢凭什么获得别人的赞

美？就是凭自己博大的胸怀，凭精湛的

文学才华，凭高超的专业水准。一句

话，凭的就是自身的优秀。别人对陈滢

的赞美，只是对她个人的赞美吗？不，

这其中也包含了对祖国语言的赞美，对

中国媒体人的赞美，甚至是对国人素质

的赞美。假如我们每一个国人都像陈

滢那样，那么，在世界各国人民的眼里，

中国人民就是最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

就是最优秀的民族之一。

自己夸赞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这固

然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但如果总是

这样，不免有些浅薄与狭隘，而直接把文

明的举止、开阔的境界、卓越的智慧、非凡的才华展示

出来，那才是更有影响力、更具个性的爱国主义表现，

当然也更有说服力。以人为本，人是国之本。爱国的

本质，就是要让自己的国家赢得别国的尊重与敬佩，而

其中又以对国人的尊重与敬佩为上。

新时代到来，国门越开越大了。出国旅游成了家

常便饭，国外求学不再是平头百姓高不可攀的事，走

出国门去已经成了众多普通百姓的新常态。出去多

了，进来也多了，就算你什么地方也不走，不离故土，

在家门口，也能经常遇到异国他乡之人。这给国人创

造了大量向世人展示自我的机会。从学校层面上说，

其实这都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佳契机和

内容。应该让学生明了：在与外国人交流中，自己以

什么姿态出现，都关涉国家的尊严与声誉。因此，各

学校在部署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教育时，也要注重把展

示当代人、特别是展示学生自我的优秀作为重要内容

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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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青云

我省中学生德育整体概貌如

何？德育实践的情况开展得怎

样？如何破解中学生德育中的现

实问题？不久前，浙江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发布了《浙江省中学生德育

现状调查》，在此之前，省教科院在

全省11个地市开展了大样本中学

生德育现状问卷调查，分城市、城

镇、农村三大类，包括初中和高中

两个学段，并与学生和教师进行了

深入的座谈。这份报告概述了当

前我省中学生德育的整体面貌，对

中学生的理想信念、主流价值观等

进行分析，剖析了中学生德育问题

的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

提升我省中学生德育质量提出了

对策和建议。

整体良性发展 深层次问题待解决
调查发现，中学生中90％以上

认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学习

了解并继承，并有超过八成的学生

“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有明确

的规划”，认为理想信念对个人价

值的实现非常重要。“这说明我省

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整体状况良

好，理想信念主流积极健康，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已得到积极培育

和践行，呈良性发展的态势。”调研

组执笔人、省教科院普教所庞君芳

博士告诉记者。

但同时，调研组也发现，一些深

层次的中学生思想问题并未得到解

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各类

德育活动的落实情况不够理想。“从

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中学教育阶

段普遍以提高学习成绩为主要目

的，德育活动由于缺乏必要的时间

和空间无法得到很好的落实。”庞君

芳说，从调研组统计的数据来看，认

为德育活动有利于培养和提高自身

道德素质和实践能力，“比提高学习

成绩更加重要”的有四成，而有部分

学生认为各类德育活动“没有任何

价值，纯粹浪费时间”。二是部分学

生理想信念模糊，存在功利化、个人

色彩浓厚等问题。三是中学生德育

的实效性亟需加强，校园生活的满

意度有待提升。在受访学生中，有

三成以上认为校园生活“压抑”“疲

惫”“彷徨”“压力山大”“心累”等，近

二成学生认为自己“和身边的老师

和同学不能很好地相处”。

“事实上，由于受升学压力的

影响，中学生的学习任务和心理负

担呈逐渐加重趋势，对学校生活和

环境的要求也日渐提高。”庞君芳

说，因此调研组建议学校要加强对

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夯实学生的

思想道德基础，巩固和发展积极向

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坚定理想信

念，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将德育

工作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培养

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责任感，

增强学生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

意识。同时学校还要重视中学生

的校园生活质量，提高中学生德育

的有效性。

抓好课程活动 立德树人任重道远
如何让中学生德育更有实

效？记者采访了一些中学，发现抓

好课程和活动，注重知情意行结

合，是大多数校长和教师们正在实

施的做法。

“说到德育工作，很多人都觉得

困难重重，认为德育都在讲大道理，

有些虚，因而很难落地。我认为，德

育不是走进学校才做，也不是走上

讲台才讲，德育就在我们身边，点点

滴滴的细节都是德育，德育是有抓

手的。”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党委副书

记李莉说。

正如李莉所言，提高德育有效

性的渠道就在这些抓手上。该校的

德育抓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个是重构育人体系，建设德育导师

队伍，让每一位教师都成为学生生

涯发展规划的导师，并打造“班主任

工作室—骨干班主任队伍—青年班

主任”梯队，陪伴学生成长。另一个

是通过多渠道、多载体、多层面的活

动实施学生德育工作，学校建立了

13个社会化课程实践基地，每年还

会举行“活力附中”体育节、“青春附

中”社团节、“风雅附中”艺术节等特

色活动，每学期都会组织学生参加

课题化社会实践，让学生在实践过

程中提升自己的素质和修养。

和浙大附中一样，在浙江省有

关教育行政部门的倡导下，我省各

中学一直以来都在积极探索提升德

育实效的途径。比如，实行全员育

人，稳定德育教师队伍，提升德育工

作者素质，充分发挥班主任重要作

用；加强对青少年课外生活的引导

和指导，取得有力的德育保障，有针

对性地向学生传授各种课余活动的

知识和技能，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向

上的校园生活态度，并通过快乐而

有意义的课余生活来培育自身的精

神人格。

此外，注重学科教学的德育渗

透、完善各种德育教学资源，重视家

校合作、拓宽育人渠道等创新形式

的德育方法，也是各所学校为学生

树立大德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比

如平湖中学，一直以来强调“三个责

任感”教育。高一年级是校园责任

感教育，包括生涯规划教育、组织学

生假期访校友活动；高二年级是家

庭责任感教育，引导学生利用假期

编家谱、理家训、说家庭故事；高三

年级是社会责任感教育，主要在于

帮助学生树立理想和目标，培养学

生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校长俞建

良说，学校引导学生定了两个目标，

分别是代表高中三年发展的短期目

标和代表终身发展的长期目标，该

校还努力创新各年级家长会形式，

开展“做半天中学生”家长志愿者活

动，让家长体验孩子的在校学习生

活，拉近与孩子的距离，通过家校合

力，实现共同育人。

中学生德育，怎么做更有效？

□本报通讯员 陈彦汝

“亲爱的旅客朋友们，你们好……”

杭州市下沙第二小学的一个早晨，一名

女生站在大桌子前讲述她自己创编的

寓言故事，在她的周围，40多名学生围

坐一圈认真地听着，时而激动鼓掌，时

而低头沉思。

这是该校“大桌子故事会”的一

个缩影，也是学校寓言教学体系的一

部分。前段时间，学校编写出版了

《北沙遇上寓言》，用教育叙事的方式

将学生的寓言故事、教师备课过程、师

生成长趣事等一一记录下来，成了全

校师生共同回味校园生活的好素材。

“寓言教学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

寓言故事阅读与理解，更在于鼓励孩

子们自己编写小故事，记录生活中的

感悟。”副校长潘舸平说。《北沙遇上

寓言》是学校计划出版的《北沙问学》

系列丛书之一，由该校 13 名教师共

同编写，共 23.5 万字。潘舸平说，因

为是记载点滴，从构思到完成，足足

花了两年时间。接下去，学校还将继

续把以“农艺北沙”“国学北沙”“非遗

北沙”为主题的拓展课程群落通过书

籍的形式展现。

书籍名称里的“北沙”二字，来源于

下沙二小的乳名——“北沙书院”。在

这所徽派风格的校园里，到处可以看到

极具文化气息的景物，譬如龙缸卧马、

药木华表、杏坛孔像、诗路碑林等，这些

都是该校学生课间嬉戏的场所。

“校园里处处是景，但孩子们却容

易‘视而不见’。”潘舸平说，每一次新学

期开学，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开启“北沙

多美丽”活动，带领学生在校园里走一

走，讲一讲乡贤祠里的故事，或是引导

他们谈一谈曾经在此处发生的小事。

在四年级学习了“世界遗产”的导游词

写作后，学生主动“承包”起各处校园景

点，纷纷创作导游词。“在北沙书院里有

着龙缸和卧马，有一天，他们为了比谁

更聪明吵了起来。”小“导游”们还为每

一个景点创编了一个有趣的寓言故事，

让前来参观的来宾们听得津津有味。

“孩子们看得多了，想得多了，自然创作

出来的寓言故事也多了。”潘舸平说。

学生不仅会编故事，还会演故事。

在下沙二小校园里，有一个农耕园。农

耕园每年都大面积地种植油菜。每当

油菜花盛开的时候，也就是该校学生的

赏花颂诗大会。一位班主任说，每一年

的赏花颂诗大会都是她们班的节目压

轴，可有一次却遇上了自己出差，于是

她只好借用手机引导学生改编苏轼的

故事，然后让学生自己排演、自己找服

装等道具。等她回来的时候，学生已经

以一出艳惊四座的“三生三世十里油菜

花”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在日常的寓言课程教学中，学校会

用校园小报、绘本、七巧板、快板以及英

语短剧等不同载体来呈现，以把寓言融

入各个学科之中。比如，数学教师借用

七巧板，让一、二年级学生拼出拔苗助

长、守株待兔等寓言故事，让学生在感

知形状的过程中，领悟故事的含义。从

第一次的不知所措，到后来的得心应

手，如今学生不仅能拼出一个个传统寓

言故事，还能用七巧板拼出自己写的北

沙寓言故事。

2011年，学校为了给不同的学生

搭建能力培养的平台，创造展示提升

的空间，推出了“大桌子故事会”，专门

从校外搬进来一张原木大桌。这张长

5.6米、宽1.2米的大桌子，放置在教学

楼二楼，桌子旁有40多个原木墩子。

每周二到周五，利用晨间半个小时，从

各个班级评选出来的小“故事大王”们

会早早地来校进行准备，听故事的学

生们则会自觉地一个个进来安静坐

好，随到随听。学生讲的故事可以是

教师选定的篇目，也可以是自己编写

的故事。学校德育处教师杨红咏说，

学生在大桌子旁讲了很多故事，也发

生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学生成

长的印记，也给了他们许多锻炼的机

会。“一周四天，每个讲故事的学生都

有四次讲故事的机会，可以给不同班

级的同学讲同一个故事，不断完善和

改进失误之处，故事就越讲越好，听故

事的人也越来越多。”

“大桌子故事会”里的寓言教学

海曙12岁牛娃
出了7本童话书

本报讯（通讯员 蒋炜宁）12岁，六年级，能做什

么？当不少孩子忙着为小升初做各种准备时，宁波

海曙中心小学602班学生叶澍宜却玩出了不同的花

样，她的第7本童话书日前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正

式出版。

这个笔名叫麦子的小作家说，每本书背后其实

都有故事。麦子的父母亲都是高中教师，给了麦子

的创作很多支持和鼓励。

意义最深刻的自然是第一本书《小松鼠和松果

项链》，那年，麦子8岁。麦子从小就喜欢各种动物，

在地上抓蚂蚁，一蹲下来就可以是半天。于是妈妈

就问她，地上的蚂蚁在搬什么，它们什么时候最喜欢

出来劳动……小小的麦子带着妈妈的这些问题去看

蚂蚁，再回家查阅资料，把想法通过绘画和文字记录

下来，她的第一本童话书就这样诞生了。

吴宁四小茶文化漫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斯航峰）“之前认为泡茶只需

要放点茶叶，加满开水就可以了，学习了茶艺才知

道，原来看似简单的茶水中还蕴含了很丰富的知

识。”近日，东阳市吴宁第四小学茶艺社团的学生正

在茶艺馆内亲身体验茶道艺术。近年来，该校把茶

文化作为校园特色文化予以培育发展，并将茶艺正

式纳入拓展课程，组建了相应的茶文化社团，促使师

生深入研究传统的茶文化。

走进茶艺馆，桌上摆放着一应茶具，只见小小

“茶艺师”们有条不紊地翻杯、装茶、润茶、冲茶、运

壶、分杯，动作优雅娴熟。除了有给学生设立的茶艺

馆，该校还给教师缔造了以“茶缘”为特色的职工之

家，让教师们在课余有一个更好的空间去释放压力、

交流与学习等。学校专门组织校内茶艺教师外出培

训学习茶文化礼仪，聘请茶农、茶艺师为师生介绍茶

叶加工技术和开展茶艺表演，通过听讲座、讨教茶

农、上网查阅等方法，不断丰富师生的茶文化知识。

童眼看改革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江山市恒泰学校举办了“童眼看改革”活动。活动分为“老物

件带你穿越时光”“童年游戏重拾往日温情”“开心观影回味祖国崛起”“德育讲学重振中国
自信”四个环节，以期树立学生的爱国自信。图为学生正在参观学校收集来的各种老物件。

（本报通讯员 周芬芬 摄）

日前，缙云县紫薇小学邀请丽水市科学技术协
会把科技大篷车开进了校园。该车集科普展示、图
文解说功能于一体，让学生走进神奇的科学世界。
图为学生在做轨道小球实验。

（本报通讯员 刘耀新 吕敏飞 摄）

实话 实说.

视点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