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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2020年12月16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重视德育中的亲历学习重视德育中的亲历学习

亲历学习是一种真实、具体、可触可感、可理解、可实践的积极主动的学习活动，与旁观学习具有不同的心理机制，也是班主任在德育工作中容易忽视的

一种学习方式。那么，怎样才能发挥亲历学习的作用？本期刊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嘉祺关于德育工作的第四篇——

每到栀子花开的时节，整个

校园都浸润在浓郁的馨香中。这

时，总会有学生采几朵含苞待放

的栀子花，插到碗里放在讲台上

养着，兰兰就是其中一位。

兰兰在整个年级都是出了名

的，只因学习成绩太差，没有一门

功课能及格，从一年级起就这样。

那天早餐带队时，我走在学

生队伍里，与兰兰并排。走了几

步，我笑着问：“马上就要上初中

了，你想读初中吗？”

兰兰侧过头看着我，不好意

思地说：“如果考得上就读。”

“ 你 肯 定 考 得 上 。”我 点 点

头。义务教育是每个孩子都要完

成的，不需要考试，但我没有告诉

兰兰，我想看到她自信、努力的

样子。

听了我的话，兰兰的眼睛笑

得眯成了一条缝，然后跑到队伍

前面去了。现在的她青春、阳光、

乐观、大方，这已经足够。

还记得刚接手这个班时，兰

兰坐在角落里，她的眼皮总是垂

着，脸上毫无表情，也很少跟同学

说话，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

里。一次上课，我试着叫她认读

生字，她哆哆嗦嗦地站起来，低垂

着头一言不发。这时有学生高声

说：“老师你别叫她，她什么都不

会。”兰兰将头埋得更深了，脸一

下子红到脖子根。我让兰兰坐

下，严肃地对起哄的学生说：“不

能这样说同学，她只是暂时不会

而已。”教室里安静下来，兰兰偷

瞄我一眼，目光中不再是麻木和

戒备，而是信任和感动。

课间，我找兰兰谈话，想了解

更多情况，可无论我怎么循循善

诱，她都一言不发，而且不抬头看

我。看来我得去家访，以便寻找

新的突破口。

家访的情况让我大吃一惊，

兰兰小时候本来是活泼可爱的，5

岁那年看到意外身亡的父亲，她

大哭一场后变得沉默寡言。

一个孩子不会学习不要紧，

但一定要会生活，学会与人交往，

学会交流情感，学会表达需要，学

会融入周围环境，否则这一生难

言幸福。

我决定帮助兰兰。上学经常

迟到，我教她用老人手机当闹钟，

自己定时自己起床；下课了，兰兰

一个人坐在座位上没有小伙伴跟

她玩，我便坐在旁边陪她聊天；在

学习上，兰兰从未体验过成就感，

我就在课上选简单的题目让她回

答，答对了大力表扬。

慢慢地，兰兰的头开始扬起，

脸上洋溢着浅浅的笑容，也能够

回答我的问话。

一天放学经过讲台时，兰兰

没有像其他学生一样匆匆走过，

而是弯下腰清理牛奶篮子里尚未

饮用的牛奶，然后整齐地放在讲

台上。此后天天如此。我每天微

笑着看她做完这一切，把这当成

她主动融入班级的标志。后来，

我问兰兰：“你为什么天天做这个

呢？”她笑着说：“我怕浪费了。”我

并不在乎她怎么回答，只想让她

知道，她每天做的这一切我都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

如今，兰兰每天按时到校，也

能完成各项作业，虽然朋友不多，

但也能自信地生活在这个班集

体，并且有了完成初中学业的梦

想。最主要的是，她对周围的世

界不再是敌对、麻木的。

或许每个班级都有学生因为

学习成绩差而被边缘化，但这不

是我们放弃孩子的理由。

看着兰兰放在讲台上的栀子

花，我心里默念：兰兰，愿你也如

这栀子花，沐浴阳光雨露，使劲地

生长，灿烂地开放。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澧县银

谷国际实验学校）

兰兰笑了
□陈丽云

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在德育工作中，班主任面临的困

境之一是学生道理都懂却没有行动，

学生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却雷声

大雨点小。比如学生在“感恩父母”

主题教育活动中深受感动，回家后依

然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造成这一

后果的主要原因是班主任过于关注

旁观学习，忽视了亲历学习。那么，

这两者有何区别？

亲历学习是指个体作为道德事

件发生的当事人，在与外界互动过程

中通过实践而引起的心理变化过程，

是一种真实、具体、可触可感、可理

解、可实践的积极主动的学习活动。

一般来说具有以下特点：

实践性。亲历学习以实践为出

发点和归宿，学习是在完成任务和解

决具体问题中进行的。例如，“感恩

父母”不应只停留于课堂上的感动，

应表现为在日常生活中主动为父母

分担家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给

父母添麻烦。这种认知不是通过别

人告知或观察得到，而是通过“躬行”

来获得。在亲历学习中，主体在“做”

中进行道德学习，而且这种“做”是日

常、持久、反复的实践活动，品德的形

成正是这种实践日积月累的结果。

全身心感悟。亲历学习过程是

全人活动的过程，有情感和身体的

共同参与。在参与这些活动时，个

体既可能有身体上的感受，比如劳

累、疼痛，也会有心理上的某种体

验，比如高兴、愉悦、悲伤、痛苦，正

是这种身体的亲历性和情绪体验的

存在，使得学习主体对事物的认识

和理解更透彻、更深刻。

利益直接关涉。在亲历学习中，

学生是社会关系中的当事人，事件的

发展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在这

种境遇中，个体无论作出何种决策、

采取何种行动，结果都直接与自身利

益关联。正因如此，这种选择不是一

种随意的取舍，而是关乎“我”的一种

抉择。

与亲历学习不同，旁观学习是

指个体作为道德场景发生的旁观

者，在与外界互动过程中通过间接

体认而引起的心理变化过程，是一

种通过观察进行的学习。旁观学习

中的观察有两类，一类是对真实道

德情境的观察，一类是对虚拟道德

情境的观察。

在真实道德情境观察中，个体不

是道德事件中的当事人，而是旁观

者。旁观者通过观察事件进程、当事

人所作所为及其结果来获得道德经

验，对他们来说，虽然事件不直接关

乎自身利益，但事件的真实性对其仍

具有一定的意义，比如可以消除旁观

者的“怀疑”和“不确定”，从他人身上

看到自己的影子，进而在感官上留下

深刻的烙印。

这种旁观者式的观察学习与当

事人的亲历学习有着本质上的差

异。由于不关乎自身利益，旁观者

对当事人的心理体验是间接的、理

解式的，即使能够揣摩当事人的心

境，但强度和深度都与当事人无法

等同。所以，这种学习方式导致的

变化是不稳定的，需要通过不断修

正才能巩固。

虚拟的道德情境观察通常发生

在人为创设的教育情境中，包括形象

类情境和语言类情境。在观察虚拟

的道德情境时，学习者不仅要用眼睛

看、耳朵听，也会用心体验。但由于

道德情境是虚拟的、假设的，缺乏真

实感，学习者很难将自己置身其中。

同时，这种学习方式不需要个体展现

真实的我，所以个体在学习过程中往

往进入一种假设的“我”、理想的“我”

的场景中。例如，在“感恩父母”主题

教育活动上，学生会当场表示要关心

父母、为父母分担家务，可进入真实

生活后有可能因为家务太无聊、自己

不会做、想玩游戏等原因而最终选择

无视、逃避。

可见，亲历学习与旁观学习具有

不同的心理机制，班主任应了解二者

的优劣，并根据学生特点、德育内容

的不同，选择正确的教育方法和教育

方式，使德育工作更有效。

大家立场

“问题生”无疑是一个令人头疼

的存在，和谐平静的校园生活，往往

因为他们的“搅局”而不断激起涟

漪。因此，有的班主任会以简单、粗

暴的方式对待“问题生”，要么“扔包

袱”，劝离本班；要么“开单间”、设专

座，不让其与同学接触；要么“签合

同”，师生达成协议，只要不捣乱，随

便“问题生”做什么……凡此种种，令

师生和家长疲惫伤神，问题却得不到

有效解决。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生”，

但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我从最初的

气恼、着急，慢慢变得从容、接纳，因

为我终于悟透了一个道理：教育首先

是“人学”，“问题生”的问题虽然千姿

百态，但他们渴求尊重、关心、平等的

心态与常人无异。只有把他们当

“人”看，研究人的心理、人的需求、人

的弱点，对症下药，用时间这把“小

火”慢炖，方见成效。

在长期转变“问题生”的过程中，

我也获得了一次次成长和新生，最终

找到了帮助“问题生”成长的三个关

键词：

包容，对待“问题生”要有一颗

包容心。是否“容”得下，不仅是对

班主任修养的考验，也是对教育真

心的考验。什么样的学生会分到

自 己 的 班 级 ，班 主 任 是 无 法 选 择

的，莫如把师生相遇中的每一个沟

沟坎坎都当成命运的恩赐。不能

只 烦 恼“ 问 题 生 ”的 问 题 ，而 要 想

到，正是他们的存在促使我们要经

常琢磨解决问题之道，锻炼自己的

口才辩才，还能从“问题生”的点滴

进步中感受为人师的幸福。这个

过程可以产生“鲇鱼效应”，使我们

的教育生命充满挑战和激情，不会

因惰性和倦怠而“窒息”。

融和，让“问题生”真正融入学

校生活。马克思说，只有在集体中，

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

段。每个儿童都是一个鲜活的生

命，他们对世界有好奇、有梦想，有

与他人交往交流的需求，只是他们

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缺少探索未

知的基础以及追求梦想的自信。他

们更迫切地需要融入集体，从集体

中汲取养分、掌握方法、打好基础、

建立信心。因此，班主任要做的不

是把他们与集体隔离，而是要帮助

他们在内心建立规则感、秩序感，在

集体中寻找可以信赖的伙伴，在学

习上分层分类指导，在班级管理中

大胆赋予责任，给他们获得被他人

信任的机会。

荣光，要搭建平台为“问题生”争

取荣光。生命各有所长，教育者要因

势利导，让学生在擅长的领域找到尊

严和自信。学生小文因学习成绩差，

一度厌学逃课。我鼓励他参加学校

篮球联赛，尝试一两次后，小文爱上

了篮球，不仅训练积极，还代表班级

上场比赛，不上场时也能主动为队友

送水、看管衣物。小文因爱上篮球而

爱上班集体，打消了不上学的念头。

虽然学业成绩还有待提高，但我相信

只要他坚持在班级这块土壤汲取营

养，他的生命之花总有一天会悄然绽

放。在我们班，学生因为发展兴趣爱

好而反哺学习、提高学业成绩的故事

并不少。这让我认识到，帮助“问题

生”找到属于自己的荣光，就能找到

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我坚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关

键在于我们是否学会用不同的尺子

衡量学生。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阳新县第二

实验小学）

观众也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张 匀班级叙事

□杨春丽

沈嘉祺，上海师范大学教

育学院副教授，从事德育与教

师教育的研究与教学。专著及

主编的教材有《初等教育德育

论》《小学班队管理》《小学教育

实践手册》等。

阅读角
美丽的樱花、舒适的垫子、

松软的靠枕、有趣的书籍……

这不是图书馆，而是班级阅读

角。在这个区域，学生可以聚

在一起读书，交流自己的阅读

感受；可以翻阅同学的习作集，

学习同伴的优秀练笔；还可以

在墙贴上随意涂鸦，展示自己

天马行空的创意。学生在这里

享受片刻舒适、宁静，也在这一

方小天地获得进步和成长。

（浙江省杭州市春晖小学

丁璐滨/图文）

与“问题生”一起成长

我和你

学校运动会安排在周四、周五，

还没到周四，班里气氛就变得活跃

了。一想到两天都不用上课还没有

作业，学生高兴极了，一下课就聚成

一堆，叽叽喳喳讨论着。

周四如约而至，学生脸上写满了

兴奋，搬着凳子坐到事先安排好的位

置——操场的一角，跑道的旁边。相

对于其他班级来说，这个位置比较

偏，不算最佳观赏位置。

比赛开始了，先是热门的“100米

短跑”预选，我们班也有人参赛。看

见同学站在起跑线上，大家纷纷从位

置上站起来，涌到跑道边，大声喊加

油，恨不得替跑道上的伙伴使一把劲

儿。不久，热门项目结束了，剩下的

是跳高、跳远等冷门项目，比赛场地

距离我班位置很远，根本看不清，学

生便回到了各自位置。

“老师，小雨他们在搞破坏！”突

然有学生向我告状。

我跟过去一看，小雨和另外两个

男生用树枝在地上挖了一个坑，又往

坑里填上树叶，把水杯里的水灌进洞

里，使劲搅拌。

“你们在干吗？”

3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低下

了头。

“复原！归位！”我命令道。

处理了这件事，我坐下没几分钟，

又有学生告状。这次是因为几个男生

做游戏，结果一言不合动手打起来

了。我急忙上前劝架，平息了冲突。

处理完这两件事，我不敢再坐下，

而是站在学生身边，仔细观察他们的

一举一动。这下学生像霜打的茄子，

蔫了，一个个坐在位置上“放空”。

午饭后的休息时间，我把全班学

生召集起来，问他们学校举行运动会

的意义是什么。

学生众说纷纭，有的说“为了引

起大家对运动的重视”，有的说“为了

让大家团结一心，勇夺第一”，还有的

提到了奥运会精神“为了更高、更快、

更强”。

我肯定了他们的回答，接着问：

“不是所有人都能代表班级参加运

动项目，除了运动员外，其他同学可

以做什么？”我示意学生互相讨论后

再回答。

不一会儿，陆续有学生举手表达

与同学商量后得到的结论：可以做写

稿员，给即将参赛的运动员写加油

稿；做送稿员，将写好的稿子收齐投

给播报员；做摄影员，抓拍运动场上

发生的故事；做拉拉队员，用整齐划

一的动作和口号给运动员加油；做后

勤保障员，给运动员看管衣物，给同

学打水；做机动者，多留意四周，如果

有人受伤马上送到校医处……

见学生回答得差不多了，我再次

问：“你们说的都是运动场上常见的

工作，除此以外还可以做什么？”

零零散散地有学生举手，但回答

得不切实际，遭到了同学的反对。见

他们答不上来，我缓缓地说：“大家都

忘记了，你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

就是做一名合格的观众。一场运动

会，不只是我们一个班级参赛，当我

们班的比赛结束后，并不意味着整场

运动会就结束了，你们可以欣赏其他

班同学的精彩比赛，并给予掌声和鼓

励。再美的红花也需要绿叶的衬托，

运动场下的观众也是运动会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

随后，我重新布置了任务并调

整了学生的位置，让有任务的学生

坐在一起。比如，写稿员和送稿员

坐在一起，便于及时将稿件收齐，送

到播报处。没有任务的学生和我坐

在一起认真观赛。大家各司其职，

有条不紊。

当比赛进行到五年级女子长跑

时，3 号跑道上的选手在第三圈后体

力不支，被其他选手甩了大半圈，运

动员气喘吁吁，面露沮丧。我站起

身，双手合拢放在嘴边向她喊道：

“坚持住！加油！”身边学生受到感

染，聚集在我身边，大声地向那个女

生喊道：“加油呀，往前冲！”我深感

欣慰，因为学生能够全身心参与到

运动会中。

任何情况下，都要懂得如何做一

名合格的观众。运动会如此，其他场

合也是如此。舞台上的人确实能赢

得更多的关注和掌声，但如果人人都

只想当表演者，那整场活动又表演给

谁看呢？当一名合格观众，相互成就

也很好。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昆山市玉山

镇振华实验小学）

我秀我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