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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旨在探讨“走班制”教学模式对中学德育管理的影响及其实施策略。“走班制”作为一种新兴的教

学模式，通过打破传统固定班级的限制，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学习需求选择课程和教师，

从而提高了学习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然而，这种教学模式也给中学的德育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文章首先分析了“走班制”教学模式下，中学德育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学生流动性大导致的学生

集体意识弱、德育管理主体职责落实难度大、教师“育人”不到位等。随后，文章从学生主体、德育管

理者、教师角色转变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应对策略，以加强“走班制”下的德育管理。本文的研究不仅为

中学德育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走班制”教学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提供了理论支持和

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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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Class-Selection System” teaching model on 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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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management in middle schools and its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s an emerging 
teaching model, the “Class-Selection System”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fixed 
classes, allowing students to choose courses and teachers based on their interests, abilities, and 
learning needs, thereby improving learning autonomy and flexibility. However, this teaching 
model has also brought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moral education management in sec-
ondary schools. The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middle school moral educa-
tion management under the “Class-Selection System” teaching mode, including weak student col-
lective consciousness caused by high student mobility, difficulty in implementing the main re-
sponsibilities of moral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inadequate teacher “education”. Subse-
quently, the article proposed coping strategi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student cen-
teredness, moral education managers, and teacher role transformation to strengthen moral edu-
cation management under the “Class-Selection System”.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moral education management in middle schools, bu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Class-Selec-
tion System”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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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强调每个人个性化发展的重要性，在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发展适合每个

人个性化发展的教育教学内容和教育教学形式。这要求学校以人为本，培养人才，尊重个人发展的方向

和形式，使每个学生在学习基本知识内容的同时，发挥个体优势，以适应未来自身发展需求。为自己将

来的生涯做好准备。学校通过高中教育转变育人模式，从“育分”走向“育人”，从追求冷冰冰的分数转

向关注活生生的人[1]。在这样的要求下，原有的学校固定教学和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无法根据

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学习的内容和方向，这不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如今，西方国家更早推行的“走班

制”教育管理模式在我国一些省市正在逐步推进。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式，选课走班制在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显现出了一些问题。 
研究“走班制”模式下的学校管理，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借鉴中外“走班制”教学模式下的德育管理

体系，结合我国当下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走班制”教育教学管理模式中获得的成效和出现的问题，探

究其背后的成因，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原因，探讨运作过程中的有效策略和方法，并提出更合理有效

的对策参考。为在我国更多实施“走班制”教学模式的学校提供可能的路径。从实践角度来看，在我国

当下教育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走班制”教学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一些初中正在逐步改变教学组

织形式来完成初高中的对接。本研究通过对一线城市部分学校的“走班制”的教育教学模式下运行的德

育管理机制的研究，借助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以真实的“走班制”反映道德教育的实际情况。通过案

例以及分析调查，提出在“走班制”下对道德教育管理的相关建议，促进中学德育的有效发展。 

2. “走班制”的内涵 

“走班制”教学模式基于原始的行政班级组织。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需求、学习能力和意向选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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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教师和教室都是固定的，每节课学生需要去到自己选择的科目班级进行学习任务。它是一个固定的

班级和流动式教学组织。“走班”教学是为了避免教育的同质化和固定准备课程造成的个性化压制。学

生根据自己的基础，能力和兴趣选择适应自己的课程，不再使用统一课表，每个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私

人订制”的个性化课表[2]。 
“走班制”的本质是更好地优化教学资源和教学形式，以达到最佳的教育和教学效果。“走”意味

着“动”、“不固定”，体现出的更多的是自由、开放、变革以及更多的选择性、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同

样因为这个“走”字，意味着“走班制”是对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具有更深刻、更丰富、更趋向

教育本质、满足学生发展所需的内涵[3]。罗杰斯是人文心理学的代表，20 世纪 60 年代，他们将人本主

义心理学理论应用到教育领域，形成了新的人本主义教学理论，对教育改革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

给教育工作者带来了新的启示[4]。由于人本主义强调教学的目标是促进学习，因此教师不是使用填鸭式

方式坚持并迫使学生无助地、乖乖地学习无聊又琐碎的学习材料，而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让学生有意

识地进行学习其所感兴趣的知识。“走班制”保障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符合以学生为本的教学原则“因

材施教”，积极调动学生对学习和教育的热情以及学生的学习欲望[5]。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孔子的“因

材施教”的思想也认为每个人之间存在差异，需要找到适合每个人的方式。这种对差异的尊重和对不同

形式的教学组织的使用要求具有相似能力的人，或具有相同学习目标的人和具有相同学科需求的人相结

合，并且应该赋予学习者自由独立选择的权利。赋予学生选择的权利和能力，是新时代社会发展趋势对

于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6]。在“走班制”的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

需要和水平的课程。教师可以结合自身的教学水平和能力，同时打破传统行政班级的界线，结合学生的

真实水平和学习兴趣，开展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真正做到以人为本[7]。 

3. 学校“走班制”模式下的德育管理问题 

3.1. 学生个体意识强，集体意识弱 

“走班制”教学模式的运行，学生们每天都在各个不同的学科教室之间流动上课，每天都会与不同

班级的同学一起学习，在课下时间，学生们的交往和交流圈也更多地固定在教学班级的同学，学生频繁

更换班级和同学，导致他们难以形成稳定的班级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缺失使得学生在面对集体活动时

缺乏参与的动力和热情，往往表现出较低的参与意愿。他们可能更倾向于独自学习或参与个人兴趣活动，

而非与他人合作完成集体任务。虽然设有行政班，但行政班级的功能更多体现在班主任对于学校任务的

上传下达上，而作为行政班级的同学们体会不到作为班集体的整体氛围，师生之间的交流时间受限，生

生之间交流空间受限，很难去构建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结，也很难实现班级文化的建设。学生们平时除了

学科知识的学习外，很多学校德育管理部门也会设置每天的活动课，活动课的组织形式依然遵循“走班

制”模式，全方位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素质发展需求，但却很少有以班级为单位的集体活动的安排，这更

加明晰了行政班级组织的体现仅仅是师生之间信息的传递功能。学生缺乏对于班集体的情感培养，难以

在活动中形成对于班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走班制”下，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机会相对较少，也让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得不到充分锻炼。

在集体活动中，这种能力的不足会进一步影响学生的参与度和活动效果。缺乏集体活动的参与会影响学

生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发展，这些能力对于他们的未来职业生涯和人生发展都至关

重要。集体活动的减少也会降低班级的凝聚力，使得班级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和冷漠。这种氛围不

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学生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下降会影响学校整体的文化氛围和活力。一个缺乏

活力和凝聚力的学校环境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力。这与“新课改”中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的理念和目标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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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育者重“管”“教”轻“育人” 

与学生德育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者一是德育管理者，即班主任；二是他们各自学科的任课教师。 
班主任作为行使德育管理的直接人，对于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班级事务管理、家长沟通、班级文

化建设等等事务，多数都是会事无巨细地处理，尽职尽责。但在“走班制”教学模式下，学生在行政班级

的时间非常有限，大多数集中在早自习，还包括一些寄宿制学校的晚自习。这使得班主任与学生之间的

沟通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有限的时间，班主任能做的更多停留在管理好学生琐碎事情。“一对一”处

理学生个人问题，虽然有更强的针对性，但对全班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德育素质教育等“育人”事项

则难以通过班级活动来展开。久而久之，“走班制”下的班主任德育管理职责便演变成了学生琐碎事务

的处理者，“管”而不“育”。 
而另一重要的育人角色——任课教师，也难以将“育人”职责与“教书”职责完美地融合起来。他们

更多认为只有教授知识才是自己的职责，无需承担任何德育管理的职责。在课堂上，学生发生的任何问

题，都直接派送到德育处。全然不负责“德育”和“德管”问题。一些教职人员确实存在以下问题：一是

只教书不育人，有的教师课堂上学生调皮捣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己只顾上课，其他全然不管不顾。

一些教师将课堂中不是很守课堂纪律的学生转交到班主任面前，来由班主任负责，班主任更会忙不过来，

其他人却游离在德育工作之外。二是本位思想重，不是本班学生、不是本班区域的问题熟视无睹。三是

功利思想重，片面追求升学率而对学生的心智发展有所忽略。任课教师的职责锁定在了“教”而不“育”。 

3.3. 德育管理机制效能低 

实行“走班制”教学的多数学校中，德育管理的主力军与核心力量是班主任，但多数班主任履行的

并不是全职的班主任职责，他们同时承担着相当部分的教学任务，“管”“教”矛盾时有发生。“走班

制”下，学生流走在不同的学科教室中，如果想找某一个学生，班主任需要查看学生的个人课表才能定

位教室找到学生，这给兼任学科和班主任职责的多数教师带来了不便。班主任要想全面了解一个学生的

学习和生活情况也是一件不易的事，如果行政班级的学生恰巧也在自己所教科目的班级中，那作为班主

任和任课教师的双重身份，对此类学生的了解会远远大于那些单单只是在自己的行政班级的学生，而这

种“教”与“管”在同一对师生身上发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而且“教”的也只能是学生的某一个学科，

班主任要想详细了解某一个学生的各个学科的表现和成绩的话，还需要找到他的所有任课教师一一沟通，

才能实现对他的全方位的了解。 
与此同时，很多情况下，一位班主任在“教”与“管”的双重任务下，是难以平衡自身精力而兼顾两

边的。在“教”的过程中，需要备课、过课、判作业、教研等等，这些关乎学生学业智性发展的过程都需

要教师的全神贯注，精益求精。而关乎学生日常行为表现、身心健康的发展等德行教育方面，更是需要

老师们的细心、耐心和关心的。在“走班制”这种流动性极大，时间和空间又都有局限的师生联结中，兼

职教学任务的班主任工作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4. “走班制”模式下的德育管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4.1. 学生缺乏集体意识的激励和培养 

由于课程时间的不同，很多培养学生团结意识的班级活动被迫取消。如果这种现象长期得不到改变，

就会严重降低学生对行政班的归属感和荣誉感，使学生的班级意识不断弱化[8]。 
在“走班制”教学模式下，学生“走班”学习，大多时间都在流动中完成学习任务，而在各个流动的

学科班级中，不管是教师教学，还是学生学习，都是学习为主，学生对于班级的概念淡薄，无法对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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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导致学生对于学校的认同感不高，对于学校的文化和理念没有清晰的

理解和感受。“走班制”让行政班的组织教育功能大为削弱，而这一功能的削弱会影响班集体的建设，

从而影响班级教育功能的发挥[9]。 
“在学校与同伴、老师交流，充满自信，在学习中感受到自己是有能力的，对学校有感情并愿意为

学校做些事情”[10]。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道德行为规范以及校园特色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吸引力、

凝聚力，可以获得学生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对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学生

对学校的认同感更多体现在学校与教师是否以学生的发展为己任，是否可以促进学生的生命成长为目标，

在学习和生活中与学生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情感，让他们体会到校园的温馨，感受到集体的

关爱，享受学习的乐趣。而班级是学校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对班级文化的认同是学生认同学校的基础。

对班级的认同，主要体现在对班级的归属感和集体感。 

4.2. 教育者德育认知不足 

提起德育，人们往往认为是德育部门的职责，是班主任的责任，这是因为没形成齐抓共管的意识和

机制。认为学生的品德是看不到、摸不着的，而学生的分数或技能是看得见的，因此对德育工作往往不

会重视起来。我们重复着当下教学的口号：素质教育。但殊不知，素质教育有三重任务：学习知识、启迪

智慧、点化精神。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道德教育逐渐受到重视，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道德教育应

该由班主任或思想品德教师来完成，而忽视其他学科的文化影响。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育人，学会做人与

学会做事是素质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作为教育者，不该主观划分对教育对象的职责界限，只传授知识

内容，却忽视德育教育，只履行“教书”却不“育人”。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智育不好是次品，体育不

好是废品，德育不好是危险品”。曾任教育部部长的周济先生曾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整个教育的最

重要工作，所有教职员工都负有保护、教育学生的责任。”可见，全员德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4.3. 教育管理机制落后 

“走班制”模式作为一种比较新型的教学组织形式，与其相配备的德育团队专业性还有不足，大多

缺乏经验。谈到德育，很多人最先想到的依然是班主任。但新模式下，随着学科课程和教室发生的重大

变化，学生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对于学生德育管理的要求一定会越来越高，如果依然沿用传统教学模式

下的班主任负责制，那必然会矛盾重重。他们的德育管理仍停留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上，未能及时吸收和

借鉴现代教育理念，如以学生为中心、注重个性发展等。 
同时，一些不断注入的新鲜血液，往往会承担班主任的职责。他们有着极高的热情，但在德育管理

领域的工作经验缺失，这对学校的德育管理工作带来困难。作为“新人”，他们接受的专业培训较少，或

者培训内容与实际工作脱节，导致管理者难以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甚至对德育教育的目标、

内容、方法和评价等方面的认识不够深入，导致德育管理缺乏前瞻性和创新性，在管理过程中难以做出

科学的决策。这也容易导致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性减弱，为今后的德育工作的开展埋下隐患。 
最后，德育管理的时间和空间受限。原有固定班级的情况下，教师开展德育工作，进行德育班会、

德育活动都是随时可以进行的。“走班制”的实施，加大了德育工作的难度，虽然设置了行政班级，其目

的主要是为了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德育教育和管理，但在具体德育管理过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条

件，德育活动的开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性。 

5. 中学“走班制”教学模式下德育管理的对策 

“走班制”教学模式下，德育管理的职责和功能已然发生了变化，学生在流动学习知识的同时又要

接受全面的德育教育。让每个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教育要求越来越高，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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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人本主义”，要想在“走班制”教学模式运行的同时，提高德育管理的效能，则

需要德育管理与“走班制”教学模式有机结合，相融并进。 

5.1. 激发学生的内动力 

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变化，让学生学会自己学习，培养学生适应不断变化的外在环境，让

他们懂得自主学习，具有独特个性，不盲从，不跟风，充分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做“自由人”。“走班

制”的教学模式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学生们在学科的学习上遵从个人意愿和特长，自发地进行学习。

而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也同样需要激发学生内在的动力，在学生的道德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积

极性，让学生们可以从自身角度主动去认同、接受和遵从优良的道德品质教育。以“德”调动“才”，促

进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 
1) 激励学生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 
学校是每一个学生的生命中最具延展性的主要生活场所和环境。学校是每个人习得社会经验的基础，

学校帮助学生认知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概念和情感。塑造高中生的健全人格，德育管理应该遵循

时代性、现实性、整体性和主体性原则，要建设有利于人格培养与学生发展的学校德育工作系统，要注

重自主管理和自我教育、促进学生自主发展，要完善心理健康教育机制，还可以在学科教学中渗透人格

培养[11]。现在的高中生，他们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都还不够成熟，但在他们的自我认知

上会认为自己已经长大，在这样一个矛盾阶段，如果提供一些场合给他们，比如，一些发言的机会，或

者是给他们提供一些平台，让他们自己去自由发挥，而教师多给与肯定，这样学生们更会觉得有存在的

价值，也就是存在感，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在行政班级，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参与班级管理、学生

能力发展等机会。让学生自己组织，自己参与，为他们提供一些这样的场合，激发学生学习探索的精神，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等，让他们学会自主学习、自主管理、自主评价、自我反思的潜能。这不光是一

种很好的形式来促进学生之间的情感联结和感情培养，也是一种自我能力的发展，对于行政班集体的概

念，以及班集体的荣誉观念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2) 提高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学校应该在教育理想和真正的困境中找到自己的立场，重视对学生知识掌握的

同时，也积极培养学生们的道德意识以及其能力，在不忽略学生身心健康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学业表

现和素质。一所学校，如果备受学生的认同和喜爱，就更能够促进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积极性。所

以需要培养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塑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对学生的认知、行为习惯、成长成才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不同的学校文化对学生个人的影响不同，不同的校园文化造就学生不同的习惯和思维方式，在一定

程度也决定学生的价值方向。良好的校园文化可以激发学生对学校的深厚感情。 
二是开展各式各样的互动活动。学生在学校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比如参加学校升旗仪式、校歌比

赛、体育比赛、演讲比赛等不同形式，通过共同参与学习任务、集体合作实现一个目标，让每个人都有

成就感，让每一个孩子感受到学习和活动的快乐和价值所在。在合作中，学生认为他们是小组的一部分，

更是学校的一份子。他们在过程中加强了与学校和教师之间的联系，提高了学生对学校目标和观念的认

识。 
三是重视学校榜样的力量。一所学校的优秀很大程度上反映在精神层面上，而精神层面的高贵品质

依托于学校的优秀学生，他们的学习及其行为表现都可以彰显一所学校的教学品质，在学生的道德教育

和管理中，为学生们树立优秀的榜样学生，让他们从自身的认知和情感上感受榜样身上的道德品质和风

尚，并加以学习和模仿，从而提升更多学生良好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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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充分发挥教育者职责 

1) 明确德育者管理职责 
班主任应该负责鼓励高中学生进行高质量的学习，并采用有效的德育策略帮助学生成长为健全的人，

这也是班主任在班级管理过程中的首要任务[12]。在对学生进行德育干预的过程中，班主任承担着非常重

要的角色，德育工作是否能够顺利开展，德育工作是否有效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育实施主体是否

有明确的职责分工，是否能够高效地完成德育任务，是否有效地解决德育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这

对于目前承担着主要德育工作的行政班级的班主任来说是一项巨大的任务。“走班制”教学模式加大了

班级管理的难度，班主任的工作内容复杂繁重，工作形式多种多样，工作方向分散，这已经让班主任很

难集中精力和心思做好学生的德育工作，“走班制”下的德育工作更需要科学化和专业化。因此，学校

的德育工作岗位需要专职人员，专门负责学生的德育工作，以其专业的管理知识带领团队，制定与学校

特色相匹配的德育管理办法，科学有效地进行德育管理工作，可以培训专门的班主任，系统化管理学生

的行政事务和德育工作，明确具体德育工作的管理范畴，各司其职，各率其事。而不是教学和德育一把

抓，这样才能在学校德育管理的工作上有条不紊地做到精细化管理，而不是把如此重要的角色复杂化。 
2) 教书者兼顾“育人”职责 
“走班制”这一方式既是对学生学习方式的修正，同时也伴随着教师教育理念的革新[13]。如果依然

单纯依托行政班级，依靠班主任的力量进行全体学生的德育管理工作，已经不能适应“走班制”教学模

式下对人才培养的目标需求，也不能满足学生对学校文化和管理模式的认同感。道德教育需要将课堂教

学中传授知识与培养学生的道德信念相联系。各科教师都要充分利用本学科的内容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和世界观教育，将知识教学和道德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14]。这就要求在“走班”中的施教主体在对学生

的教育过程中，承担的任务不能单单是知识本身的传播和传授，而是全方位的对学生进行培养和教育。

对于在行政班级进行主要德育工作的同时，各个任课老师也需要肩负起一定的德育任务。假如学科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了学生的德育问题，不能直接推卸到班主任的权责范围，而是在授业解惑的同时，对

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进行合理引导和教育，寓教于乐，在“教书”的同时，承担起“育人”的职责，将教

育育人贯彻到每一堂课，每一个细节，包括学生的学业发展和身心发展，实现全面和谐发展教育。 

5.3. 完善德育管理机制 

教师是学生德育实践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德育管理水平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直接影响[15]。教师职责

的定位不应该纯粹是传道授业，而应该是全面教育。在尊重学生个性特征的基础上，培养了学生道德，

智力，身体，美和劳动的高度发展。 
1) 德育者角色合理定位 
作为道德教育工作的主体，只有更好地理解和认同道德教育工作才能充分用于道德教育。首先，学

校应明确德育工作职责，制定有效的评估机制，采取适当的激励政策，明确积极参与清扫德育教师在道

德教育领域的盲点。其次，对德育领域人员在行政班班主任的选拔上，在多重“导师制”的任用上，学校

都应该鼓励教师自主选择任职意向，学校再根据不同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师德品质以及业务水平等因

素综合考评意向任职人员，通过双向选择确定最优的德育主体人选。在充分尊重德育者意愿的前提下才

能更好地发挥德育工作者的积极性，提高德育管理工作的效能。 
教师要能够促进“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实现，同时作为学生的道德榜样，老师的一言一行，

在课堂中的言语、对学生的期待，对学生的关爱都是教学当中的道德要素，这就要求教师要时刻规范自

己的言行，还要在落实实际的教学目标的过程当中，在学校的各个的场景环境中，都要承担德育教育的

任务，每一位教师都要以身作则，自身具备了比较好的这种思想道德品质的道德情操，才能给学生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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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影响。 
2) 促进德育者专业发展 
教师成长与发展的基本方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教师教育补充新教师作为教师团队，二是通

过实践培训提高在职教师。面对学校不平衡，缺乏经验的道德教育，学校应加强德育团队的专业化发展，

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加大队伍建设的投入。通过岗前培训，德育指导，建立德育研究团队，鼓励教师从

学生发展的需要出发，培养德育意识，提高德育教育和管理技能。并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树立自我发

展意识，不断提高教师德育的专业水平。班主任的职责不仅仅是管理学生，更需要在扩充德育主体、更

新德育内容、完善德育方法等方面做出有效的应对[16]。只有教师才能真正认识到，教师道德教育的发展

是保证学生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教师道德教育的专业化才有明天。学校可以定

期开展相关的德育培训课程，通过校内、校外，以及网络平台，增加德育教师的整体专业发展。并将教

师的德育眼光和能力真正放到学校发展的目标中，给予足够的关怀和激励，充分调动德育工作者的工作

积极性，由内而外地“育”学生。 
3) 延展德育教育途径 
“走班制”教学模式下，行政班级德育教育的时间空间受到限制，我们必须打破局限，另辟蹊径，

而不是放手学生的德育发展。德育的实现途径有多种，可以是道德理念的直接教授，但更有效的是情景

带入，学生在亲身体验和经历中，获得感悟和思考，从而在思想上提升德育认识，在行为上提高道德水

平。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有一定的德育教育形式为依托。学校可以组织不同类型的德育实践活动。在校

内，除了开展竞技性比赛(比如，拔河比赛、趣味运动会等)之外，在教学班级之间也可以组织学科专业知

识实践活动，知识竞赛等。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校外社会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加宽广的德育发展平台，

延展校外实践活动途径。每个学期定期开展校外实践活动，可以带领学生走出校外进行实践学习，走入

社会公益组织，培养学生的公益心得。在比较长的节假日，组织游学活动等等。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形

式，发挥学生主体意识，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优良的品行和作风。 

6.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改革的推行，将来会有更多的学校采用“走班制”教学模式。这一教学模式

下依然采用原来固定班级的管理模式，必然是不相协调的。这会使得“走班制”的优势无法发挥，教育

改革的最终目的也就无法实现。运行“走班制”教学模式在德育管理方面最大的挑战即是原有固定行政

班级的功能弱化，那之前依托行政班级而实施的德育教育和管理活动变得难以实现，这就要求德育管理

相关的各个主体都要相应的进行调整和策略方法的革新，使其适应“走班制”教学模式的特点，才能让

学校的育人工作有效顺利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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