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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集体责任感是学生在班级共同生活和学习中萌生和培养的,做事的能力也是在做事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针对学生的困难与不足,通

过榜样学习、困惑解析等多种教学形式,让学生在相应的情境中进行思考和讨论,初步掌握好做值日生的方法与技能,树立正确的值日观和集体

责任意识。 

[关键词] 生活；实践；责任 

 

Pay attention to children's real life and solve current practical problems 
Fan Yuhang 

Nanjing Xinyuan Primary School 

[Abstract] The sense of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is born and cultivated in the class's common life and learning, and the ability to 

do things is gradually realized in the course of doing things. Aiming at the students' difficulties and deficiencies, through example 

learning, perplexity analysis, and other teaching methods,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think and discuss in the corresponding situations, 

to initially master the methods and skills of doing on-duty students, and to establish the correct on-duty outlook and collectiv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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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分析 

《道德与法治》二上教材针对低年段儿童道德成长的需要,承接一年

级教材设计,聚焦一个教育主题：共有与共享,为公共生活奠基。本册教材

的核心是引导学生超越自我中心的思维,进入到不断扩大的公共视野,《我

是班级值日生》是第二单元《我们的班级》中的第3课。在第1课形成的“爱

班级”,第2课形成的“定规则、守规则”的基础上,本课从观点到责任,

引导小学生通过值日生这一班级角色,落实对集体的责任感。 

2 案例描述 

课堂一开始,我通过视频播放、拍手唱歌和课前对话引导学生关注

“我是班级值日生”这一概念,这里面的“我”是指班上的每一位同学。

欢快歌声中的“值日生小松鼠”就好像班级里每一位勤劳、快乐的同学,

在这样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学生对于自己的身份也就更加自豪,自豪感

一旦建立,学生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也就愈加强烈。在提问环节中,我

着重关注学生对问题的回答,以学生回答的每一项值日活动作为下一个

问题的起点,例如很多同学都有倒垃圾的经历,因此针对倒垃圾这件学

生值日时经常做的事进行提问：“你一天要倒几次啊？这么辛苦,你为什

么还要坚持去做呀？”在不断地追问中,学生有的开始逐渐体会到自己

作为值日生的义务,有的则是品尝到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值日生能够为

班级的整洁干净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的乐趣,感受到了自己作为值日生

的“小小的伟大”。 

虽然对于值日生的身份同学们能够很好的接纳,但是做好值日生才是

本课的重难点,集体责任感是在班级共同生活与学习中萌生和培养的,因

此我根据教材内容进行了改编,呈现了“丽丽”作为班级值日生时的几个

活动,让学生在评价丽丽日常值日行为的同时认识到一位优秀的值日生的

形象和特点,并以此作为标杆,发现当下班级生活中那些优秀的值日生们,

增强学生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同时对于二年级的学生而言,做事的能力

是在做事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因此对于做好班级值日生、掌握做值日生

的技能这个方面,我设计了多个教学情境,要求学生在小组合作中对于问

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在汇报解决方法时,我也特别注重对行为方式进行引

导,力求在课堂上给学生以正确、可操作性的示范,切实地解决学生在值日

时遇到的问题。 

3 反思 

3.1教学内容从现实生活中来 

小学《道德与法治》的教学内容是从小学生的实际生活中而来,符

合小学生的心理特征。教师要通过符合学生心理特征的实践活动,将学

生的学习与生活结合起来。本课要求我们将儿童的生活当做宝贵的课程

资源,因而在备课之初我针对教学内容设计了三个问题对学生进行了调

查,问题1.你知道在值日时该自己做些什么吗？问题2.值日时你遇到

大困难的问题是什么？问题3.你心中的优秀值日生是怎样的值日生？

通过对二年级学生的观察、调查以及与其他班主任的访谈后发现,二年

级的学生因为年纪小,对于班级值日的主要印象停留在放学后打扫卫生

的阶段,有些班级因为设置了图书角,所以还有图书管理员这一值日角

色,这与中高年级的值日任务大有不同,因而在值日的任务的明确上,教

师就要根据自己班上的具体情况进行讲解。关于值日中遇到的困难,我

们大部分同学虽有为班级服务的热情,但个别同学还不能明确自己的责

任,偶尔还存在着懈怠的心理等,这些都是值日生在值日时存在的问题,

当然这也是本课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优秀的值日生,学生们评价的的

标准也不尽相同。因此在设计本课的教学环节时,我需要针对以上几点

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 

3.2教学方法从反思生活开始 

对于小学生而言,一个优秀的值日生是一个多面的、模糊的概念,为了

符合二年级学生的认知、便于他们的理解,在导入情境时主要综合书上的

内容、班级学生存在的困惑及中小学生日常的行为规范的要求编写了丽丽

值日时活动,然后提问：“你觉得丽丽是个合格的值日生吗？为什么？”此

时,学生通过反思和对照自己的生活对丽丽值日行为进行评价,然后在教

师的引导中勾勒出一个优秀值日生的特点。这些特点首先是符合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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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南高校开展大学生德育工作需要与地方民族文化相结合,从大学生民族文化社区建设过程中挖掘地方民族文化的德育价值。云南民

族种类较多,民族文化社区建设,一方面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要发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云南地方民族优秀文化；另一方

面探究众多的少数民族几千年来在云南这块土地上和睦相处、亲如兄弟姐妹的文化基因和德育价值。云南地方民族文化体现的道德教育是一

个完整的道德教育体系。人生礼仪文化进行认知维层的道德教育,生活文化体现情感维层的道德教育,节庆文化体现交往维层的道德教育,生态

文化体现责任维层的道德教育,禁忌文化体现着行为维层的道德教育,而综合起来进行的是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大德育”

价值的教育。 

[关键词] 云南；大学生民族文化社区；建设；德育价值 

 

高校一直在寻求用良好的文化氛围感染和熏陶大学生,学生文化社区

建设就是当前越来越普遍的一个举措,但由于实际情况的复杂多样性,文

化社区要办出特点、特色,却是一个较大难题。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

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33.37%(根据云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公告),民族文化浓郁且极具地方特色。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自己的

文化教化着人们,维系着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和民族的传承。在少数民族

人口比重较大的云南,高校应该通过搞好大学生民族文化社区建设,来加

强德育教育工作。 

1 大学生民族文化社区建设的基本内涵 

大学生民族文化社区建设的实质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建设民族

文化社区过程中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一方面是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学校育人的重点是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显

然是,前者尤为重要。在新时代的高校教育管理改革中,大学生民族文化社

区建设强调的是为了完成高校的育人任务而在学生公寓这一特定区域开

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学习及运营,强调共同的亚文化和共同的社区意

识。本文中的民族文化,以云南地方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

同时包括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但要突出云南地方性特色。在民族文化社

区建设中,将面对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生源、不同专业、

不同兴趣爱好、不同心理素质的大学生主体,社区文化教育的核心是正确

的价值观,其基本点是灌输共建现代社区意识,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管理事务。“建设”在这里包含展现、学习、宣传、传承、运作、发扬等

含义。 

云南世居民族有26个,在历史上形成了和谐友好相处、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民族亲缘关系,其民族文化的教育价值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这正是云南高校大学生民族文化社区建设需要挖掘和发扬的。大学生

民族文化社区建设就是进行云南大学生喜爱的地方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的宣传、学习,来达到德育德治的目的。 

2 云南大学生民族文化社区德育的基本内涵 

立德树人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民族文化社区建设是基于德育的目

的开展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中关于尊敬老人、长辈的美德教育文化,关

于生儿育女、孩子成长的生命教育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保护环境教

育文化,等等,比比皆是。通过大学生民族文化社区建设,对学生开展家庭

美德教育、人际关系和谐教育、人与自然和谐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养成

教育,提升大学生的道德情感,培养大学生的道德选择能力,促进大学生

的道德修养。云南土地上之所以有26个世居少数民族生息繁衍、和谐共

处,是因为云南各族人民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基础,那就是特别地尊重各民 

日常行为规范的要求的。其次,在在教师的引导下,归纳出的这些特点是符

合学生当前自身发展需要的。 后,这些特点是学生理想中优秀值日生应

该具备的,也是他们经过努力可达到的,而且 后一点尤为重要。 

3.3实践归于当下生活中去 

孙彩平教授曾说：“品德课程的观念素养不是观念的和技艺的,而是实

践的、行动的。”通过实践,学生能将知识、情境、情感以及志向等结合在

一起,形成综合的生活判断、决策和行动能力,从而不断提高解决生活中实

际问题的能力。在本课中,我根据学生在学校值日时常常遇到或是难以解

决的问题,我又设置了4个情境,在讨论中,每组同学挑选一个问题集思广

益,想出办法。在小组汇报解决办法的同时,我会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行为

方面的指导。比如在第一个情境的解决办法中,如果有学生提到站在凳子

上擦黑板,那我会进行踩凳子擦黑板怎样更加安全的方法指导；如果学生

指出需要他人帮忙扶住凳子,我就会相机进行求助他人帮忙的礼仪方面的

指导……虽然这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站在凳子上擦黑板的动作,但是如果教

师能让学生在这样安全、文明的状态下完成,我相信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

学生们也一定能很好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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