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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现实与策略：灵动学生

培养策略的研究实践 ①

唐蔚，陈敏
（冷水江市第五中学，湖南 冷水江４１７５００）

摘　要：灵动学生的培养在于德育和智育双管齐下。有效的智育不一定带来有效的德育，而有效的德育能带来智育
的成效。灵动教育通过构建灵动课程、组织灵动教学、践行灵动管理，实施灵动德育，从而培养身心健康、充满活力和智

慧、既有扎实基本功又有创新实践能力、适应社会发展的灵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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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动教育则是指充满生机、活力的教育，是积极向上的、生命的教育。冷水江五中建设以“动文化”

为核心的灵动校园，开展灵动教育，培养灵动学生。“动文化”指的是动人心魄的优美校园环境，感动人

心的和谐人文背景，灵动积极的课堂教学风格，生动活泼的灵动发展课程，自主灵动的高效学习氛围，以

及健康律动的田园生活方式等。具体而言，灵动教育通过构建灵动课程、组织灵动教学、践行灵动管理，

实施灵动德育，从而培养身心健康、充满活力和智慧、既有扎实基本功又有创新实践能力、适应社会发展

的灵动学生。

１　灵动教育理想
英文中“品德”一词来源于希腊词 ｃｈａｒａｓｓｅｉｎ，意思是“雕刻”，后来演变为指明显的标记和符号，从

这个意思又发展出指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即他的道德构成［１］。今日的学生即明日的领导者和公民。如

果把学生培养为品德高尚的人，那么我们的祖国将会成为品德高尚的国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只

有具有美德知识的民族才能拥有自由。”然而，对于什么是高尚的品德，即好的品德，凯文·瑞安有一个

简明的界定，即“知善、爱善、行善”。德育是我校灵动教育的载体，为了实施高效灵动的德育，我校设置

了各种各样的德育场所、特色德育课堂和多样德育活动等德育项目，以期学生在文明优雅的校园文化

内，自主地、潜移默化地接受德育，自我完成德育；在参与德育课堂的过程中感悟德育，生成自我教育；并

在德育活动中，体悟人生，升华自我。我们知道，考察一个人真实的品德的标准，是当他知道在他永远也

不会被人发现时他所做的事情［２］，这就是自律。我校正是围绕如何帮助学生完成从他律到自律的转

变，并最终实现知善、爱善、行善。

２　灵动教育现实
我们知道，品德最开始形成于家庭。然而，大多的家庭并未尽到品德教育的职责，于是，家庭对孩子

的影响大大减退，取而代之的是媒体，尤其是现在的电视和网络，分别对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产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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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影响，可是媒体更多地发挥的还是负面的影响。

这就使得品德教育的第二阵地———学校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和不可或缺。苏格拉底也说过：“教

育的任务是帮助人们变得聪明和善良”。事实上，有了好的品德，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学生良好的行为

习惯，更有学生的优良学业成绩。所以，我校对学生的培养重点落在德育上，通过引导学生动脑、动心和

动手，集中精力帮助学生知善、爱善和行善。

３　灵动教育策略
品德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自我建构的过程，有效的德育是能够引导和促进学生品德自我生成与发

展的德育，是能真正走进学生心灵、引导心灵、感化心灵的德育。我校正是打破单纯依靠传统的外部干

预这一教育模式，广开渠道，多元共育，拓宽途径，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重塑学生高尚的思想品德，让学

生从“他律”走向“自律”，使所有的学生能够主动、全面的发展，从而培养学生真正自我教育的能力。

３．１　注重细节营造，在潜移默化中教育引领学生
利用不起眼的场所，开展品德教育，是我校德育的一大特征。作为一所农村学校，我校在建设、改造

的过程中因地制宜，竭力赋予校园每一个角落以丰富的生命力，并努力使其成为陶冶学生情操的“主体

的画，无声的诗”，构建以“能动”为着力点的隐形育人环境，从而潜移默化地引领学生人文精神的成长。

这些校园文化的打造主要从警示启发、引领激励两个层面入手，譬如我校德育教育长廊，这是一个图文

并茂的“德育窗口”。它以德育渗透为目标，根据学生年龄特点，由言简意赅的文字和生动有趣的图片

组成，直观形象地对消防、交通、饮食等安全知识进行宣传。这就是一本安全教育的生动教材，时刻多角

度、直白地警示、提醒学生，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

再如我们着力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来引领学生精神风貌的不断改变。其中“之”字形文化长廊里

的名家名言，与绿色藤蔓交相辉映；展板上琳琅满目的学生获奖书画作品，形成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学校围墙上绘制的体育健儿英姿飒爽，催人奋进；草坪上“别踩我，我怕疼”“谢谢你对我的爱”，水龙头

旁“请别让我流泪”“请珍惜一点一滴”…… 温馨细致的提示语似春风化雨，沁人心脾。

这些细节的打造，我们都力求达到“环境育人、环境影响人”的目的。我们正是通过这样一种随处

可见的审美方式，亮化校园环境、净化学生思想、美化学生情操。

３．２　搭建自律平台，实现学生自主管理
我校追寻“灵动教育”的办学梦想。“灵动教育”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教育，是让每一位学生都灵动

地生长和发展的教育，最终的指向是让学生拥有自我管理、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让学生开心学习、快

乐生活。基于此，我们不断拓宽德育渠道，搭建学生走向自律的平台，实现学生的自主管理，培养学生道

德自省、树立高尚道德的意识和习惯。

无人管理的课间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实际需要，我校常进行应急演练，演练警报铃声一响，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全校七八百学生就能井然有序地到达指定地点集合。以此为契机，我们把篮球课间

操和应急演练相结合，从铃响集合到做操解散的全过程学生做到了快、静、齐，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一

些评比措施的激励，现在我们的球操达到了无人管理的程度。其速度堪比军事化训练，做操的效果令人

赏心悦目。老师不用担心学生拥挤而造成踩踏事件，也不用担心课间操无人看管而乱七八糟。远远看

去，自编自创的篮球操有如场面壮观的杂技表演，极具观赏效果，让学生活动了全身筋骨的同时，还学到

了不少篮球技艺，可谓一举多得。

鉴于课间操无人管理模式的成功，我们把自律的效果进行扩大化，对各种体育器材也实行无人管

理。在操场和乒乓球场上摆放几个球筐，为农村孩子无偿提供运动器材。学生用完自主把它们送回

“家”。几年下来，小球筐发挥了大作用，成了学校文明的窗口。在这个过程中，班主任会适时对学生进

行感恩教育、责任意识教育。让学生们体会学校、老师对他们的用心。

另外“爱心伞”为那些离家较远又忘带雨伞的同学提供了方便；“失物招领箱”让那些丢失东西的同

学能及时找回物品。“露天书吧”培养了孩子们爱读书的好习惯。而这些都是不需要老师来操作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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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一切都由学生自觉自主来获得方便并给与他人方便。通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我们发现，这些平台

的搭建对学生自律的养成非常有效。学生“带走温暖、送回诚信”，雨伞使用后都能“完璧归赵”；拾到的

物品都能主动放进箱子里；书吧里的书籍有增无减。它们就像一面面镜子，照射出我校学生自助助他的

美好品德。

相应地，我校还开发了“他律到自律”校本课程和教材，该教材图文并茂，生动阐述了学校对学生进

行养成教育的各种平台的作用和功效，并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导他们如何做人做事。我们正

是顺应学生成长规律，激发学生自我管理积极性，扭转他们在行为规范、品德素养方面的不良行为和不

良习性，让每一位学生都能灵动地生长和发展。

３．３　开展多样性主题班会，让学生在参与中生成品德
主题班会即围绕某个话题或针对性的问题来设计和组织的班会课，其中主题是班会的灵魂，它是主

题班会是否生动，是否深入学生心灵，是否达到德育效果的关键。我校教师开发了一系列具有教育理念

和教育意义的班会主题，诸如：人生态度、心理健康、学习方法、人际交往、感恩责任、班级建设等等。

每一个主题都有许许多多的子题，也不是一节课能够完成的，我校通过这一系列的主题班会，开展

多种多样的主题班会课，例如观看教育电影、举行辩论赛、开展征文活动、开展演讲活动、办手抄报等，活

动的丰富性与参与的全民性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从主题班会活动中得到自我教育和发展，班会的主题

也随着每一位学生的用心参与而深入到内心，真正做到了从做中学，从活动中体验道德，在体验中生成

品德。

４　结语
实践证明，我校学生通过优质校园文化的引领，各种活动平台的搭建，主题班会的开展，学生在道德

品质的形成和发展上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学生从被他人约束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学会了自省自

律。其次，学生言语行为比以前更加文明，更加有素质，精神面貌更加好。再者，学生的思想水平上了一

个台阶，语言表达能力也得到了飞速发展。最后，学生比以前更知甘苦，更懂得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道德教育的最高目标是教会学生学会自律和自我教育。生活无处不德育，人生无处不自学。自律

能力的培养，可以说是学校德育的长期任务。学生从“他律”到“自律”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养成，德育工

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目前，我校绝大部分学生自律性都很强，只有少数学生还跋涉在加强自我管理

的路途上。但我们的所作所为，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证明这条路是对的，方向没有错。我们相信，只

要专心、用心地去做，学生的养成教育之路必将更加开阔和平坦，学生必将更加自由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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