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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指导下，强化学校德育工作，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已成为学校工作

的核心内容。德育管理作为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教师在过程中坚持正确的学生观，挖掘自身

创造力潜能，并统筹协调德育管理各要素。本文通过构建系统性理论框架，深入分析德育管理与教师创

造力的互动关系，并结合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提出具体实践路径与案例分析，为德育管理的创

新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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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undamental education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talent”, 
strengthening school moral education and enhancing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moral standards 
have become critical components of school work. Moral education management, as a vital part of 
this process, requires teachers to adhere to a correct view of students, tap their creative potential, 
and coordinate various elements of moral educ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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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ity. It further refines the application of Tao Xingzhi’s “life as education” theory, providing 
concrete case studies and operational guidelines to innovate moral education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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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德育管理是根据德育的目标、任务和学校教育教学以及管理的总体要求，对德育工作系统以及德育

活动过程进行的规划、组织、指挥、监督与协调等活动。德育管理是为了确保德育工作的有效实施，通

过制定管理计划、组织德育活动、监督德育过程以及协调各方资源，以达到德育目标的过程。 
德育与德育管理密切相关，德育管理是德育实施的保障和支撑。德育管理的目标是实现德育目标，

而德育目标则是德育管理的重要依据。德育管理涉及德育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德育课程的设置、德育

活动的组织、德育师资的培训、德育环境的营造等。通过德育管理，可以有效地推动德育工作的深入开

展，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 德育管理中教师创造力培养的理论基础 

德育管理是依据德育目标，通过规划、组织、协调等活动确保德育有效实施的过程。教师创造力则

指教师在德育实践中突破传统模式，设计创新方法以提升德育实效的能力。二者关系可基于以下理论模

型深化： 
1)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知识是通过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主动建构的。在德育管理中，教师需基于学生

实际需求设计情境化活动(如角色扮演、项目式学习)，引导学生通过体验与反思内化道德准则(Vygotsky, 
1978)。例如，通过“道德两难问题讨论”，学生能在思辨中形成自主判断力。 

2) 教师专业发展理论：教师创造力培养需依托持续的专业学习、实践反思与协作创新(Day, 1999)。
校本教研、跨学科合作等机制可帮助教师突破经验局限，形成创新性德育策略。例如，通过“德育微课

开发”项目，教师可将抽象的德育概念转化为生动的数字化资源。 
3) 系统论视角：德育管理是由目标、内容、方法、环境与评价构成的动态系统。教师创造力体现为

对各要素的有机整合与优化。例如，将德育课程与校园文化、社会实践深度融合，形成“课程–活动–

环境”三位一体的德育生态。 

3. 德育管理教师要坚持正确的学生观 

1) 学生还处于身心发展不成熟阶段 
小学生还处于身心发展不成熟阶段，有着内在成长发展的需要，且这种成长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在

德育管理过程中，教师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日常表现，观察他们的情绪、行为、学习习惯等方面的变化，

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和困难，以便更好地关心和帮助他们；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教师要

给予个性化的关怀和支持[1]。例如，对于内向的学生，教师要多鼓励他们参与集体活动，提高自信心；

对于外向的学生，教师要引导他们学会自我调节，避免过于张扬；教师要与学生建立良好的情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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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学生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及时解决学生的困惑和问题。同时，教师还要教育学生学会关爱他

人，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和责任感；教师要关注学生的生理健康，定期组织体检，关注学生的生长发育情

况。同时，教师还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他们的抗挫能力和心理素质。 
2) 学生具有内在创造性 
学生的内在创造性体现在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精神上。这种内在创造性

不仅是学生个人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教师应该认识到每个学生都拥有独特

的思维方式。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表达思想的方式都各不相同。这种独特性正是

学生内在创造性的体现。在德育管理中，我们应该尊重学生的这种独特性，鼓励他们勇于表达自己的想

法，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2]。 
学生并非被动接受信息的容器，而是具有内在创造性的主体。创造性是学生的本质属性，是其作为

人的内在规定性，而非外部赋予的特质。教师应坚信每个学生都蕴藏着创造性潜能，避免将个人理解与

评判标准强加于学生，更不应强迫学生遵循成人意愿。相反，教师应赋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权与机会，激

发其主动性。同时，教师需引导学生养成自主探究的习惯，鼓励其主动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从而培

养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 
3) 学生具有内在价值 
在德育管理中，理解学生具有内在价值是至关重要的。学生的内在价值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个性、才

能、道德观念以及他们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和权利上。这种内在价值不仅决定了他们作为人的基本属性，

也是他们在德育过程中成长和发展的基础[3]。 
首先，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他们具有独特的个性、兴趣、才能和天赋。这些独特的内在

价值使得每个学生都成为一个无法被替代的存在。在德育管理中，我们应该尊重并欣赏学生的这些独特

之处，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才能，而不是试图将他们塑造成某种特定的模式。 
其次，学生的道德观念也是他们内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在德育过程中通过学习和实践，逐

渐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这些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不仅体现了学生的内在价值，也是他们

成为有道德、有责任感的人的基础。在德育管理中，我们应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培养他们

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让他们成为有道德、有责任感的人。 
最后，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和权利也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在德育管理中，我们应该尊重学生

的意愿和选择，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和空间去发展和成长。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情

感需求，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4. 德育管理教师需挖掘自身创造力潜能 

1) 扎实专业基础 
教师应该对德育理论进行深入学习和理解，包括德育的基本原理、原则、方法和途径等。这有助于

教师形成正确的德育观念，明确德育的目标和要求，为德育实践提供理论支撑[4]；应该具备丰富的德育

知识，包括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规

律，把握学生的道德认知和情感特点，为德育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应该具备扎实的教育教学能力，包括

教学设计、课堂管理、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有助于教师将德育知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提

高学生的道德素质。 
2) 培养创造性德育观 
教师要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念，认识到德育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传授，更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过程[5]。因此，教师要把德育工作与学生的全面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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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创新能力。教师要不断学习和了解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德育方法，如素质教育、德育生活化等，

将这些理念和方法融入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教师要经常对自己

的教育实践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发现问题并及时改进。通过反思，教师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

教学水平，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德育观。教师要积极参与教育研究活动，关注德育领域的前沿动态，

探索适合自己学校和学生特点的德育方法和策略。通过教育研究，教师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为培养创造性德育观提供理论支持。 
3) 参与创新实践 
传统的德育教学以枯燥的说教为主，仍然是本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基本思想出发，现代德育

则注重全面掌握创新技能，要变传授、灌输为重方法、重思想启迪。德育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敢于提出

富有挑战性、启发性的问题，用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求实精神；还要在授课过程

中启发、诱导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从思考的深度、广度，思维方法和实践上加以指导，培养学生独立解

决问题和创新的能力[6]。此外，德育教学的教学设计尤为重要，在设计中案例的选取要鲜活、生动；手

段上要独特、新颖，可以是多媒体等；形式上要多变，繁简相得益彰，符合审美要求；内容上要充实可

靠，富有情趣；步骤上节奏轻快，递进有度，最终通过多姿多彩的教学设计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中

来[7]。 

5. 教师学会统筹德育管理各要素 

1) 创设班级良好的隐形课程 
在德育管理中，创设班级良好的隐形课程是一项重要的任务。首先，加强班级文化建设：教室作为

学生主要的活动场所，其布置应体现出班级的文化氛围。颜色搭配应和谐，营造出一种自然、平静、整

洁的气氛。同时，可以设立学习园地、团的生活等板报，反映班级的学习目标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为了拓宽交流渠道，促进思想碰撞与心灵升华，可以打造一条文化长廊，使其成为班级与学校沟通的桥

梁和展示的窗口；鼓励学生之间的互助和合作，形成团结友爱的班级氛围。其次，注重班级人际关系建

设：班主任应关心和关爱学生，与学生建立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也有助于他

们的品德发展；鼓励学生之间的互助和合作，形成团结友爱的班级氛围。同时，营造积极的德育氛围：

班主任和教师应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楷模。同时，也可以表扬和奖励具有良好品德和行为的学生，激

励其他学生向他们学习。最后，注重学生的情感教育：隐形课程不仅包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还包括学

生的情感体验。因此，在德育管理中，应注重学生的情感教育，培养他们的情感素养。可以通过开展情

感教育活动、组织心理健康教育等方式，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积极的情感世界[8]。 
2) 借助班会实现德育教育延伸 
班会一直是教师进行德育管理的重要教育活动，适当地创新班会开展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优化

德育成效。采取角色扮演与情景模拟：设计与德育主题相关的角色扮演或情景模拟活动，让学生在模拟

的情境中体验不同的角色和情境，从而深入理解德育的内涵。这种活动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到自己

的行为和态度对他人的影响，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和责任感。组织互动游戏与竞赛：设计富有创意和趣味

性的互动游戏或竞赛，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德育知识。例如，“道德实验室”活动：以“诚

信”为主题，设计实验场景(如无人监考测验)，观察学生行为并组织讨论。通过真实情境的数据分析(如
作弊率变化)，引导学生反思诚信的价值。参与案例分析与讨论：选择与德育主题相关的真实案例，组织

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通过分析案例中的道德问题和解决方案，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践

行德育理念。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将德育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提高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和实践能

力。准备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加与德育主题相关的实践活动，如社区服务、环保活动等。通过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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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让学生亲身体验到德育的实际意义和价值，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9]。利用新媒体技术：

利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如微信、微博等，开展线上德育教育活动。可以建立班级微信群或微博账号，定

期发布德育文章、视频等内容，引导学生关注和思考德育问题。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些平台组织线上讨

论和交流活动，拓宽学生的德育学习渠道。最后，注意反馈与总结。在每次班会结束后，组织学生进行

反馈和总结。让学生分享自己的收获和体会，同时也鼓励他们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通过反馈和总结，

不断完善和创新班会形式和内容，实现德育教育的延伸和拓展。 
3) 实现生活中的德育管理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生活即教育”理论，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他主张将生

活与教育紧密相连，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和成长。这种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亲身体验和实践，让学

生在生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这一理论也体现了陶行知主张

教育应求真务实，注重实际效果。他反对千篇一律的理论教学和应试教育，主张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

成长，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陶行知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10]。他

主张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注重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让他们成为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人。陶行知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开拓和创造。他主张通过生活教育培养学生的开

拓精神和创造能力，让他们具备探索未知、勇攀高峰的勇气和智慧。 
由此可见，在德育管理上，也可以借鉴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融入日常生活的德育实践：① 

家庭–学校协同实践：开展“家庭道德任务卡”活动，要求学生在家庭中完成“为父母做一顿饭”“记录

一件感恩小事”等任务，并通过班级微信群分享。教师定期组织线上交流会，强化家校共育效果。② 社
区融入式德育：与社区合作设立“学生志愿服务日”，学生参与垃圾分类宣传、老人关怀等活动。活动后

撰写反思日志，教师结合日志内容设计针对性德育课程。③ 日常行为量化评价：制定“德育行为积分表”，

涵盖“礼貌用语”“公共秩序遵守”等维度，学生每日自评并提交。教师通过数据分析识别共性不足，调

整德育重点。 

6. 结论 

德育管理中教师创造力的培养需以系统性理论为指导，结合“生活即教育”的实践智慧。通过构建

“目标–创新–反馈”理论框架，设计情境化、数字化的德育活动，并深化家校社协同机制，教师可有

效提升德育的针对性与感染力，最终实现学生道德素养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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