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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德育遇到一些常见问题，如部分学生盲目追求时尚、厌学、上课迟到或违反纪律、逆反心理强、好逸恶劳、好吃懒做

等。为此，应进行生活实践德育，即生活化德育和实践化德育。生活化德育包括生活化德育意识、生活化德育制度、生活

化德育活动；实践化德育包括校内德育实践化、校外德育实践化。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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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核心素养是 2016年由教育部提出的

六大核心素养之一，“是指学生在认识自我，身心发展

以及规范人生等多方面的表现。”［1］“健康生活”核心

素养的养成对学生未来的幸福指数及其才华的施展

等有着重要影响。当前中学生德育遇到一些常见问

题，如部分学生盲目追求时尚、厌学、上课迟到或违反

纪律、逆反心理强、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等。为此，南

安市南星中学倡导将“健康生活”核心素养的培养融

入到学生生活中，即生活实践德育。生活实践德育包

含生活化德育和实践化德育。生活化德育包括生活

化德育意识、生活化德育制度、生活化德育活动；实践

化德育包括校内德育实践化、校外德育实践化。学校

一方面提出在“健康生活”核心素养指导下，德育工作

生活化，也就是所有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将德育工作融

入到日常生活和教学中，使德育教学如春风雨露般渗

透进学生的内心，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

观；另一方面提出在“健康生活”核心素养指导下，德

育工作实践化，即将德育工作融入到实践活动中。学

生在亲身实践中，不但提升自身的技能，也会在欢声

笑语中受到熏陶，丰富道德情感体验。当然，德育要

抓点突破，摆脱传统德育教学空话连篇的枯燥模式，

开展实践化德育，通过具体的、关键的德育实践主题、

项目或基地，在真正意义上帮助学生提高道德品质，

而学校的一切的实践主题、项目或基地，都是围绕着

“健康生活”核心素养展开的。

一、生活化德育：在日常生活和教学中融入

德育培养“健康生活”

1.生活化德育意识

俗话说：“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在生活中所获得

的知识与技能对中学生未来发展的影响是根深蒂固

的。想要使德育如同“随风潜入夜”的细雨般滋润学

生的心田，教师必须要先确立融德育于生活中的意

识，然后，通过制度方面的约束以及诸多德育活动的

带动，使德育能够通过文化渗透等形式无声无息地滋

润学生茁壮成长的土壤，为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奠定良好的基础。

意识是诸多活动得以有效展开的总参谋、总指

挥。［2］在意识的影响下，人们才能做出这样或那样的

言谈举止。同理，想要在生活化的德育中培养中学生

良好的思想品德，教师必须在自身德育意识有效建立

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使之能够从生活中感受德育的力

量，并且能够通过积极的感悟发现德育的巨大魅力。

在这股魅力的引导下，他们才能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

实现自我素质的不断完善与有效提升。比如，学校是

育人场所，文明场所，是宣传窗口，不允许留有任何

“死角”。为此，每一名教育工作者都应该高度重视加

强环境建设，尽力做到让每一棵花草、每一处场所、每

一次活动都发挥育人功能。如不断更新校内宣传橱

窗内容（三字经、南星之歌、南星校训、校史保护环境

的告示牌、名言警句牌等），使它们都能“说起话来”，

成为校园德育工作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2.生活化德育制度

生活化德育制度是指将德育融入到学生的生活

中，并通过生活细节等方面的调整来管理规范学生的

一言一行，使其制度化，从而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

习、生活习惯和正确的价值观。学校主要从教师和学

生两方面落实生活化德育制度：

一是实行值日导师制，德育工作全体化。为进一

基于“健康生活”核心素养的生活实践德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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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强学校管理，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营造

一个平安、文明、和谐、健康的育人环境，结合学校管

理实际，特别实行值日导师巡查制，成员由校级领导、

中层行政和各年段长组成。值日导师明确校园值日

的重要意义，从学校大局出发，认真履行职责，尽到值

日导师工作的义务，使学校德育工作人人参与，全员

负责，工作全体化。

二是实行学生入宿刷卡制，学生宿舍管理小区

化。学校对宿舍进行整体改造，成立生管、生活教师

值班室，并把学生住宿区域三合一划成一个封闭的小

区，实行学生入宿刷卡制，即学生凭卡进出学生宿舍。

生管、生活指导教师实时对学生监管，确保对每个住

宿生的生活动态了如指掌，同时生管、生活指导教师

还要加强对学生的纪律与卫生等方面的教育与管理，

每月定期召开生管、生活指导教师反馈会及住宿生大

会，每周定期组织 2次卫生大扫除并进行卫生评比，评

比数据每周公布一次并存入电脑备案。这样的封闭

管理，促使学校大后方有序稳定，进一步为学校德育

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3.生活化德育活动

大部分中学生都对形式各样的活动情有独钟，倘

若教师能够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学生的这些特点来组

织相关活动的话，必然能够在生活化德育的过程中使

学生更好地领悟自己的良苦用心以及为人处世的人

生哲理。学校教师主要的生活化德育活动有：

（1）主题班会活动。主题班会既是学校德育的重

要途径之一，也是班级管理者在德育活动中经常使用

的一种策略。然而，想要最大化实现班会在德育方面

的作用，学校管理者或者教师就必须精心准备班会内

容、仔细筛选班会形式，在确保面对学生群体的多样

性和主题内容的独特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发挥出主题

班会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在关于文明礼仪的主题班

会上，教师可以利用近年来比较“热”的新闻作为德育

内容的导入，让中学生就“在异国他乡旅游的中国人”

的言谈举止展开一系列有关文明、礼仪及其对国家形

象产生影响的一系列辩论活动。中学生不仅能够在

激烈的辩论活动中明确意识到文明礼仪的重要性，还

能在有效激发自身的爱国情感或者民族荣誉感的同

时，更好地督促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通过一

系列主题班会的开展，教师既能将德育及其相关内容

有效融入班级活动中，还能使德育以一种更加灵活且

贴近生活的方式融入到中学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在

此基础上，中学生便能够在生活的点滴之中更好地接

受和理解德育内容。

（2）学生社团活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指出：

“将德育置于生活之中，以生活教育学生。”为此，学校

借助各种社团活动，寓教于乐，营造积极向上的育人

环境，充分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比如，每学期制定

艺术活动方案，通过校园广播、宣传栏、教室等营造格

调高雅、富有美感、充满朝气的艺术文化环境，吸引、

鼓励学生参与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85%以上的学

生至少参加一个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经过三年的学

习，毕业生在演唱、绘画、器乐等方面能够基本掌握其

中的一项艺术技能。与此同时，每年举办校园科技体

育文化艺术节，合唱成为班级比赛的固定项目，学生

踊跃参加合唱团、舞蹈社、吉他社等社团组织，通过丰

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陶冶情操。根据学校传统特色，组

织学生开展艺术教学和实践活动，每年五月份举行的

校园科技体育文化艺术节活动，让学生尽情展示自己

的艺术才能。学校还重视挖掘地域特色的艺术教育

资源，开发《南音》校本课程，传承传统文化，培养学生

艺术爱好。通过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学生不仅能够

拓宽眼界、放松身心，还能在收获知识和技能的同时，

逐渐锻炼出自身过硬的心理素质以及良好的人际沟

通能力，从而促进自身全方面、多层次的协调发展。

二、实践化德育：在亲身实践中养成健康生

活方式

实践化的德育既能让学生对德育内容产生身临

其境的感悟，又能使之在亲身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

知识与技能 .
1.校内德育实践化

（1）引导学生走进校史馆。众所周知，校史馆既

是一座学校发展历程的见证，也是对学校在不同时

代、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不同面貌的一种展示，可以视

为学校发展的编年史。它既是学校传统与校园文化

的集中表现的舞台，也是能够将学校的优良传统与校

园文化精粹充分展示的重要场所。在校史馆里，不仅

能够看到学校的全景陈列，还能了解到学校教育教学

成果、活动奖励等诸多荣誉。正是因为如此，校史馆

才成为了校内德育的重要基地之一，而在校史馆中陈

列与展示的内容则成为学生德育和人文教育的基地。

与此同时，教师也可以在该类实践活动中进行一系列

的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3］比如作为吕振万

的母校，学校依托独有资源建立了校内的吕振万校史

馆，它也成为沿海片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初、高

中新生入学后，学校会组织他们到校史馆进行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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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历史组组长介绍老校友的生平事迹、卓越成就及

高尚人格，详实真切的史料讲解深深打动了学子们，

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在校内实践化德育

中，教师不妨通过形式多样的教学手段以及灵活多变

的教学、管理策略，引导中学生对校园的探索欲望，并

使之在这份好奇心的影响下能够积极、主动地走进校

史馆。如此一来，他们方能在对学校发展历程、所获

荣誉等光辉历程身临其境的感悟中，激发自身的自豪

感、自信心以及自身在校园建设，乃至国家发展过程

中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2）重视校园禁毒基地的建设。为积极响应《南

安市教育局关于开展创建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的

通知》中“进一步提高青少年学生识毒、拒毒、防毒的

意识，深入、持久、有效地开展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工

作”的号召，学校将禁毒基地的建设及活动的开展、宣

传等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德育工程。就目前中学生

的状况来看，虽然能够沾染到毒品的学生屈指可数，

但是，迷恋烟、酒的中学生却不在少数。因此，在禁毒

基地的建设、开展、宣传过程中，教师要尤其注意烟、

酒会对中学生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等方面产生巨大

的危害，使之能够通过该阶段的教育，对烟、酒以及毒

品等危害进行深入、透彻地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改变

或者改善自身对烟、酒的依赖感，并有效避免与毒品

的接触。如此，学生方能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中逐渐形

成健康的生活观念，进而能够在有效抵御烟、酒、毒等

侵害的境况下，全身心地投入到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当

中，为将来更加健康茁壮地成长以及更好地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

2.校外德育实践化

常言道：“听来的容易忘，看到的记不住，只有动

手做才能学得会。”［4］这句深刻地揭示了实践的重要

性。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接

受充分的德育，养成“健康生活”能力，学校制订了一

系列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制度。比如，定期组织学生到

南安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郑成功陵园、南安红

星职专等地参加社会实践；不定期组织学生利用课余

时间、寒暑假布置与劳动实践有关的作业，引导学生

参加社区活动，参与家务劳动，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

行为习惯，提高学生动手生活能力，养成健康的生活

方式。

活动多、内容实，正是得益于这两点，教师的德育

舞台才能更富有生气，富有活力，才让学生感到新奇

而又有味道。作为校长，笔者清楚地知道，各种德育

活动在人生中留下的是不一般的意义。为学生成才

而奠基，让生命因体验而变得更加壮美，让人格散发

出恒久魅力，这就是德育的真谛。也正因为教师愿意

把德育的过程还给学生，把德育的舞台交给学生，学

生才能在活动过程中激活潜能，才能在广阔天地中实

践道德，也才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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