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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Education China

为学生的成长打点人生幸福的行囊
—“江城”德育掠影

文�_�王一凡

武
汉，黄鹤故里，白云之乡。

长江携着中国第一大河的雄姿

浩荡西来，汉水带着秦岭太白的神韵相约

而至，长江、汉水交汇，形成了汉口、汉

阳、武昌三镇鼎立的格局。湖泊星罗棋

布，武汉因此有着“百湖之城”的美誉；

九省通衢，高铁开通武汉将成为中国四小

时经济圈中心；两江交汇，这种融汇与博

大，折射出教育的多元与开放。

在武汉市新洲区东部的旧街，有一

个山村名曰“孔子河村”。村北一座山，

名“孔子山”；村南一条河，名“孔子

河”。在孔子山腰、问津河旁，矗立着几

栋残存的古式建筑，这便是被誉为中国最

古老“大学”的问津书院。

2013年是武汉市的“教育文化建设

年”，在普适性地建议征询中武汉将“问

津求真、立德树人、追求卓越”提炼为城

市教育精神。

问津，即问道。传道，授业，解惑也。

武汉云集国家和地方研发机构600多

家，拥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40多

所高等学府，是国家重要的科教基地之

一。目前，武汉市共有普通中小学972所，

在校学生74.26万人。如何探索出一条彰

显武汉特色的中小学德育实践之路？多年

来，武汉市一直秉持“以生定育、注重常

态、立足常规、关注细节、系统建构”的

原则，遵循“德育为先、德育求实、德育

有效”的工作思路，从抓德育评价引导到

抓德育队伍建设，从完善德育机制到建构

德育体系，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与实践，

武汉市中小学德育逐渐彰显出较鲜明的地

域特色：其一，德育目标与内容建构注重

以生定育，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关照学

生的成长需要；其二，德育实施途径注重

立足德育常规与常态，重视主体体验，力

求回归生活；其三，德育工作推进注重德

育科研，将理论研究与行政推进相结合，

注重科学谋划与系统建构，不断完善德育

制度，注重长效保障机制建设。

以生定育
以儿童的生活逻辑建构德育体系

如何系统构建有效的德育体系无疑

是区域德育的难题，武汉立足地域教育实

际，制订出德育实践“三步规划”。第

一步，“十五”期间，以“新三好”（学

校好学生、社会好公民、家庭好孩子）为

载体，创新德育评价机制，让德育真正为

先；第二步，“十一五”期间，以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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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为重点，倾力打造德育梯队，把德育

真正做实；第三步，在分片、分区开展专题调

研的基础上，于2011年春季全面启动实施“有

效德育”建设工程，使德育真正有效。

“有效德育”建设工程遵循儿童的成长需

要，在传承已有经验和历史积淀的基础上，依

据国家政策，参照国际标准，整体规划中小学

德育，构建“有效德育”目标、内容、路径、

评价、推进“五大体系”。

“五大体系”中的目标体系是以儿童生

活为中心半径不断放大的同心圆，即“成长场

域”，以指向、价值、成长场域三维逻辑立体

构架武汉市中小学德育的目标，形成了武汉市

中小学德育总目标，即将中小学生培养成为具

有“爱的情感、雅的言行、新的意识、善的品

质、美的志趣”的合格公民。见图1。

今年4月，武汉市召开了全市电视会议，对

外发布了“五大体系”，将其作为全市中小学

德育工作的指南。各中小学立足校情，用校本

化的德育实践做出了各自的解读。

硚口区倾力打造“个个班好”，深度探索

“班科一体”的德育新机制。尚美育人，硚口

区体育馆小学在五十多年的德育积淀与传承的基

础上，以生为本构建了校本德育课程体系—

《尚美育人180课》，在实施中因班而异，因生

不同，因时有别，多方互动，灵活使用。

如何将德育做出成效，寇晓燕校长的体会

是“把学生当作孩子，用发展的眼光看孩子，

耐心地等待他们成长；把学生当作朋友，平等

地与孩子对话、充分尊重孩子的兴趣和诉求；把

自己当作孩子，带着一颗童心走进孩子内心，以

心育心。”在她的带领下，体育馆小学的老师逐

渐学会运用“错层思维、双赢思维、换位思考、

反转思维”等科学的思维方式来分析问题，改变

行为，以生为本的课程体系赋予孩子们快乐的童

年，也充实着老师职业生活的每一天。

“教育因欣赏而美丽，个性因欣赏而彰

显，差异因欣赏而精彩。”这是常青第一高中

王治高校长对教育的思考与理解。学校进门后

左边道路上伫立的那只七色彩虹似的眼睛雕塑

让人过目不忘，王校长解释道：“学校里不是

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我们在教育实践中，要

处处给学生‘留白’，让他们参与学校的设计

与建设，把自己真正当作校园的主人，以发现

和欣赏的眼光与心态认同他人、重塑自我。”

学校以“欣赏德育”为理念指导，通过课程多元

化、社团丰富化、活动体验化、管理自主化、环境

怡人化等立体建构学校德育，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

发展需要，给每一个学生尽可能多的发展机会。

营造“教育场”
在资源整合中聚化出德育生态效应

“教育场”往往蕴蓄着一种无形的教育力

量。要让校园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散发出教

育的味道，就必须要为师生打造一个适宜张扬

生命活力、亮出精彩自我的“教育场”。在武

汉，以学生为主体，立足自身实际，不同区、

校有着不同的诠释。

江岸区根据责任感教育的要求，遵循教育

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从生命、成长、家庭、

同伴、团队、社会、国家七个方面构建教育的

内容体系，实施区域“责任德育”。发挥德育

常规、班级教育、校本课程实施、课堂教学、

校园文化、实践体验、自我教育等作用，突出

认知与探究、体验与实践、感悟与内化、评价

与反思等关键环节，对不同学段的学生，注重

内容的相互衔接和循序渐进，把“责任德育”

图1  中小学德育目标构架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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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到教育教学、管理服务之中，落实到学生

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形成了时空统一、立

体互补、多元交互的“教育场”，使受教育者

在“场域”中受到感染与导向、规训与内化。

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坚持数年持续推进“幸

福德育”工程，在重点打造“文明光谷”“诚信

光谷”“责任光谷”“温情光谷”和“创新光

谷”五张名片的基础上，始终把追求师生的幸福

作为光谷德育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坚持“内

容生活化、目标朴素化、方法活动化”，让师生

在和谐的育人环境中享受教育的幸福，体验幸福

的教育。光谷一小的“真情德育”、二小的“怡

美德育”、六小的“情感德育”、华科大附小的

“科技人文并举教育”、光谷实验中学的“学生

主体教育”⋯⋯开放多元的学校特色无不是对高

新技术开发区德育的美丽注脚。

纪伯伦曾说，出发的太久，忘了当初出

发的地方。变得愈多，愈是不变。其实，具体

到德育工作，有时候坚持往往比创新更重要。

江汉区以“本色德育”做出了回应，以班会课

程为载体，编撰具有地域特色的班会课程，不

仅从《三字经》《弟子规》等国学经典中选取

名篇名段，还把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故事编进教

材，如振兴路小学的读书小明星、精武路小学

孝亲敬长的好少年、红领巾小学二年级学生养

花护花的“场景德育”、万松园路小学的不畏

困难的小足球运动员们⋯⋯这些不仅在文本层面

阐释了以生为本的道德关切，提供了系列基于学

生认知与生活经验的鲜活场景，更在多元、开放

的班会课中让生命个体交互体验，让学生不断体

认，进而把外在的他律转化为内在的心灵准则。

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能对环境进行能

动地改造，人与外在的环境是交互并存的。洪

山区一直倡导“生态德育”，走进洪山区广埠

屯小学，沿楼层而上，会深切的感受“五横四

纵”的环境文化之“场”，“五横”即五层走

廊上的“中华五千年文化路线图”，“四纵”

即四个楼梯悬挂的关于热爱生活、正确生活、

幸福生活的名言警句及校园生活介绍。聆听

“文化小导游”对“中华五千年文化路线图”

的讲解，顿觉中华传统文化已然成为“看得

见、摸得着、学得会、记得牢”的切身文化体

验。学校坚持践行“雅行十二个学会”培养学

生生活、学习、交往习惯，组织开展“天天雅

行、月月争星”“五带头”“五小”社团活动

等，共享生命成长。学校通过对学生身处环境的

“雅行”再构，进而触动学生主体的认知与情感

的交互作用，使认知区域与场景区域双重激活大

脑，不断进行生活积累，促成主体渐进习得。

育人者须自勉，律人者当自励。以课题

研究为载体，通过《中小学班主任专业化发展

的策略及保障机制研究》提高班主任的整体综

合素养及育人水平，使其有成就感、归属感与

幸福感，这是东西湖区教育局近些年不懈的努

力。同侪互动式的研修团队相继成立，吴家山

第三小学以武汉市功勋班主任管宗珍老师领衔

的“小荷”工作室、吴家山第四中学的“七色

彩虹”班主任工作坊、吴家山第三中学的骨干

班主任工作室⋯⋯大家在同题聚焦、深度汇

谈、读书沙龙等活动中彼此分享、互惠共促，

形成了区域人人愿当班主任的良好氛围。

百步亭社区是全国志愿者服务先进社区，

以社区为依托，以“服务学习”作为学校德育

的出发点，培养学生主动适应社会的能力，服

务社区的志愿，担当社会责任的意识，这是武

汉市汉铁初级中学邓晓燕校长关于“社区教育

场”的思考与定位。学生通过参与社区服务，

从而强化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增强社会行

动能力，这对于以知识学习为中心的传统德育

模式无疑是一种根本性的突破。

一个个倾注教育者思想与智慧，承载教育

理想与追求的“教育场”成就了孩子们的幸福

童年：新洲区第一中学制定并实施《班级建设

质量评估方案》，着力营造文明友爱、互助共

进、温馨和谐的班级氛围；东西湖区实验小学

“十二月节”活动，有效促进学生知行统一；

惠济路小学以“五彩缤纷十个节”为载体，

让孩子们在“节日”的喜悦中体验情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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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提高技能、锻造品质；常青实验小学在

“生命发展教育”理念下聚焦课改，打造生命

留恋的地带—“主动教育”特色课堂；江夏

区法泗镇中小学的“教师补位当家长，诚心关

爱留守儿童”的留守儿童家园；青山区社区

“四点半学校”、武汉外国语学校的暖心同心

工程、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神龙小学的教育协

商委员会、武汉小学“定时、定人、定主题”

的德育备课会、黄陂区实验中学“每月主题”

活动，也都各具特色。一个个以学生为主体的

“教育场”,均释放出同心育人的巨大能量。

绿色与人文
让生命得到真实自然可持续地生长

“绿色是生命的颜色，象征着生机与活

力。容易让人联想到自由生长的青草，只有拥

有充足适量的阳光和雨露，才能让生命得到真

实自然可持续地生长。”武昌区教育局王兴文

局长倡导的“绿色教育”理念不仅是对教育本

真的价值追求，而且饱含着浓浓的人文情怀。

近几年，武昌区教育局围绕“绿色教育强区”

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与实践：构建“绿色

教育”管理新机制，完善“绿色质量”评价新

体系，推行“义务教育绿色教学质量评价体

系”，开展“20+20亲近母语行动”，实施学生

全面发展新举措，创新队伍建设新模式，力行

区内教师人事制度改革，2年内将不适应教师岗

位的600名教师转岗至社区街道，不断推进教育

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

毗邻长江的武昌区中山路小学，秉承“快

乐学习、幸福生活”的办学理念，坚持德育

生活化，让教育更加贴近学生心灵，以“小白

帆”为评价载体，开展了系列丰富多彩、给学

生留下美好回忆的生活教育活动，开发出着

眼于提升学生生活学习意识、习惯、技能的

“小白帆”生活课程，让每一个儿童“热爱生

活、行为典雅、兴趣广泛、能力突出、充满自

信”，美好的人生由此奠基。

 走进武汉市第十一中学，每位学生身上

都怀揣一本《综合实践活动护照》。原来，这

是学校在“生态德育”理念指导下开发的“护

照式”德育评价载体，因其形式新颖、便于操

作、内容丰富、科学合理而深受师生的喜爱。

正如该校华林飞副校长所言：“‘以学生为本，

涵养其德性，尊重其个性，舒展其生命’的‘生

态德育’，改变了以往德育表现看行规、德育效

果看成绩的片面评价标准，而是尊重学生的个性

发展特征，考虑每个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域，使学

生在体验和反思的过程中提高道德修养和综合素

质，这远比‘灌输’和‘说教’更为有效。”

走过“惟楚有才”的街道，踏进创办于1920

年的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走过一条饱经岁月沧

桑的红石大道，听着董有建校长的介绍，思绪翩

翩；品味校友杨建文先生于庚寅秋为重修红石大

道所撰铭文，倍感历史之厚重，人文之底蕴。

襟带长江，背倚凤凰，邻得胜而题“楚

材”者，此明清两朝贡院之故址也，武昌实验

中学奠基焉。院中有大道，铺红石，红石大道

由是而得名。

⋯⋯

《礼记》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红石大道，无乃可喻彼大道乎？诚然，

此道囿于一院之中，长不过数十百武，然行其

上，北可乘凤凰之翔以干云天，南能通楚材之

门而步康庄，东可跨得胜之桥以越九州，西能

踏长江之浪而启远航；积跬步以至千里，修德

艺而成栋梁；秉持公心以利民生，胸怀天下而

遂志向。然则此大道亦可喻彼大道也。有感于

斯，因为之记。

人文底蕴乃教育之根。我们有理由相信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彼实中兮，辟门吁

俊，鸿鹄纷纷而来翔”。

走进学生心灵，让德育落地生根

“贴近学生生活，贴近学生实际，贴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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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心灵的教育才是有效的。”这是与湖北省首

位心理特级教师、省实验中学的耿喜玲老师交

流中，她反复强调的一句话。

认识自我，助人自助。武汉一中简洁、富

有生活气息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有着别样的温

馨。学校在这里开展个别心理辅导与咨询、团

体心理辅导、心理健康教育讲座与宣传、新生

心理健康辅导等，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心理自我

维护能力，呵护学生的健康成长。

截至2010年12月，武汉市30%的学校开设有

心理健康教育课，全市有700所学校建有学生心

理辅导室，140所学校安装了心理测评系统，建

立学生电子心理档案70032份，定期监测学生的

心灵状况，为学生的身心健康筑起了绿色的心

灵防护林。

高尔基曾说过：“谁爱孩子，孩子就爱

谁，只有爱孩子的人才会教育孩子。”作为全

国第六届小学“十佳班主任”和武汉市第三届

“功勋班主任”，江汉区滑坡路小学余桂霞

老师对“后进生”“个别生”和“问题生”的

教育心得就是“尊重每一个，发现每一个，发

展每一个”，视每一个孩子为“宝贝”，从了

解每一类孩子的特点入手，试着走进他们的心

灵，寻求科学有效的方法引领他们成长，帮助

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有一位73岁的老人

名叫周爱莲，老人家不识字，开学伊始，她特

意请人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邾城四小，出乎学

校老师们的意料，她还送来了一车扫把。

据老人讲，孙子小亮原来在儿媳打工的广

州上学，由于不习惯当地的生活，一直吵着要

回家。半年前，老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孙

子转到邾城四小。“老师真把小亮当作自己的

孩子来对待。小亮生病了，老师不仅背着他去

医院就诊，还垫付医药费。我不知道怎样表达

我的感情，只好扎了一些扫把送来。”周爱莲

老人朴实的话语中满是感激。

以爱育爱，用真情呵护留守儿童。近

年来，武汉市留守儿童有两万多名，流动儿

童十五万左右，给留守儿童营造一个温馨的

“家”，让流动儿童享受市民待遇“进得来、

学得好、留得住”，武汉市采取了一系列举

措，邾城四小就是最好的例证。

邾城四小是一所濒临撤销的学校，经过7

年的探索与努力，学校已从6个班发展到37个

班，在1972名学生中，全寄宿学生1593名，父

母双双外出务工的留守学生占到半数以上，学

校深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认同。在饶小平校长

看来：“生命是一段旅程，在这个旅程中，校

长、教师、学生和家长，一路同行。因此，教

育是一种行走，一种生命的行走，一种充满思

想、情感、智慧的行走，一种蕴含使命、创

造、超越的行走⋯⋯”

走在新洲的街道，仿佛置身于八百余年历

史的旧街花朝节，悠悠三千余载，任岁月沧桑

巨变，历史风云际汇，“问津”的历史掌故贯

穿始终，一代代教育者、受教育者在心灵互动

的旅程中不断丰富着它的内涵。耳畔犹回响着

邾城四小那首温情的校歌：

亲爱的爸爸，

您现在知道吗？

我们的四小好美，

就像那张蜡笔画。

亲爱的妈妈，

您现在知道吗？

我们的老师都像您，

从早到晚忙坏啦。

⋯⋯

春天来啦

四小是我家

⋯⋯■

【王一凡，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

育研究所德育研究室主任，华中师范大学道德

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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