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梦大道·新时代“大思政”创新发展

海南优秀案例

推荐单位 临高县博文学校

案例题目
增强学校德育工作有效性的实践探索——以临高县博

文学校为例

案例简介

我校采取了“六部走”的具体措施，细化德育工作，凝聚多方力量，在整合

德育资源，在德育体系、德育平台、德育模式、家校之间配合等方面进行了系列

实践：

1.构建大德育体系

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大工程，将德育涵盖其中，德育不光是教育整体工程的

一部分，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工程，只有不断拓宽德育工作渠道，完善德育体系，

增强德育工作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才能营造培和谐的育人育才氛围，形成教育管

理的合力。为此，学校以德育渗透为抓手，从各个方面调动资源建立联动机制，

形成了“一点”“双线”“三方”“四线”的大道德教育体系。

“一点”即班主任负责制，班级是学校学生德育管理工作的基础单元，班主

任全面负责班的德育工作，是学生德育的中枢。

“双线”即德育圈与教学圈通力配合全方位育人，细化年级部德育管理模式。

突出 “整体规划、统筹推进、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德育圈理念，形成了以

团委书记、少先队辅导员、德育主任全权管、轮值级长轮流管、班主任具体管、

任课教师配合管、学生会协助管的德育管理层级结构；教学口以三年一周期，设

立的“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学部结构。德育管理对应教学管理，贯通教

育教学和育人育才全方位，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方针。

“三方”即家、校、社会三方。全员参与德育工作，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立

德树人”的氛围，在育人队伍、时间、空间上共同协作，构建全方位育人德育保



障体系。

“四线”即拓展德育特色活动线，依托升旗仪式、守时教育、志愿者服务、

文明礼仪教育四条主线开展相关活动，达到学生参与德育、服务德育、自我管理

的目的。

2.构建“五自管理”德育平台

我们在德育常规管理中，既要把握大方向，又要把主动权、自主权交给学生，

让学生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习惯、学校学习、生活秩序进行管理。为此，学校搭

建“五自管理”德育平台，构建学生“自醒——自励——自信——自强——自成”

的自我成长教育模式，实现学生多元发展的教育体系。

（1）开设“五自星级学生评选”活动。由各班主任根据本班实际自行确定

班级具体评选标准，通过学生自主争星、同学互评、学校入班调查等方式，开展

自我学生评选，评定出每一位学生的星级，以每周上星、每月上报、学年度表彰

等奖励方式，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并规范自己在集体中的行为习惯。如本周开展的

“防溺水监督之星”，把学生争星和教育局近期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防范学生

溺水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的防溺水安全教育相联系，以班级自定的防溺水安全

监督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

各班亮点和新意不断，出现学生自行准备防溺水情景剧、学唱手语歌《生命

翅膀》、学生“多对一”帮扶，使其融入集体，通过“随机点名”“击鼓传花”等

游戏抽取参评学生增加活动趣味性等形式。以学生为中心，给学生更多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自我评价、自我服务的机会，从而把德育内化为学生自身成长的动力。

（2）建立宿舍“自醒”教育管理体系。学生宿舍有序运行是“五自”教育

的重要标志，为营造温馨安静的宿舍氛围，保障寄宿生充足的睡眠，唤醒同学们

自律和知荣辱、懂感恩的意识，将此项教育管理纳入班级量化考核，围绕学生就

寝、纪律、卫生等要素，每日检查考核、每周汇总公布、每学期总体考核，依据

客观考核要素，能够掌握学生管理中的细微变化，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及时调整管理对策，集中力量，抓重点工作，促学风建设。

3.打造劳动塑造美的德育新模式



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根基，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于个人而言，

民生于劳，亦盈于劳；于国家而言，国立于勤，亦强于勤。开展劳动教育能以劳

树德。在“双减”政策背景下，通过劳动教育实践常态化，有效加强中小学劳动

教育管理，充分发挥劳动综合教育功能，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工作全面发展，

积极探索“劳动塑造美”的新型德育模式。

（1）劳动实践课常态化。将劳动教育根植于学生的日常校园活动，设立学

生可以胜任的宿舍内务、校园环境劳动岗位，通过参与集体劳动实践，养成自觉

遵守劳动规则的习惯，形成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2）开展创造性的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搭建

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平台，让学生有机会接触自然，了解社会，从而培养学生热

爱劳动的习惯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和开设“亲子劳动日”

等方式，鼓励家长安排学生力所能及的家务，利用家长资源拓宽学生劳动的时间

和空间领域，营造全方位劳动的氛围，增强劳动的实践性，使劳动树德落地生根。

（3）健全多样化的劳动素质评价制度。将劳动素质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体系制定评价标准、建立奖励机制，借助学校特色五自星级学生评选平台，对学

生劳动素质状况进行追踪，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劳动

强健心智，实践助力成长。

4.开设军政训练德育课堂

军政训练的活动时间不占用学生的学习时间，结合“双减”政策要求，集中

在课后、周末，通过“军政训练”这一载体，增强学生的主体性和体验性，树立

正确的情感价值观，加强对学生国防知识、爱国教育和集体教育，提升其综合素

质，增强自律意识，提升学习效率，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中去。

（1）开设“近仁体育节联赛”。借助标准军事化组织形式，带领学生感受军

事文化，通过退役教官的体能训练、心智重塑，让学生达到不同程度的“五自”，

即自醒、自励、自信、自强、自成，磨炼意志、调整好心态、锻炼好身体。

（2）参与“我是一个兵”争章活动。将军事体能、技能训练等引进校园，

通过争章活动养成行为习惯、培养礼节礼貌、自救自护和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



（3）参与“成长在军营”体验课程。聚焦红色基因，依托临高县红色经典

资源，通过参观抢滩登陆点、军史长廊、解放公园等基地，结合仪式教育，向学

生展示海南解放史，进行军徽、军歌的教育，树立军民同心英勇作战的形象，体

会作为临高学子的自豪感，帮助学生端正态度，增强爱国情感和报国意识。

5.开发社会德育大课堂

一直以来，具有地域特色的临高文化（渔歌文化、人偶戏文化、高山岭文化、

孔庙文化、剪纸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对学生的成长有着深渊的影响，挖掘本地

丰富的教育资源，使其和德育更好的融合在一起，不仅是对地方优秀文化的传承，

更是弘扬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

（1）传承红色基因。间接渗透德育工作。受建党百年、建团百年的大环境

影响， “解放临高角红色革命文化”，对学生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通过海南历

史这门地方课程讲述临高角作为解放海南渡海战役登陆点，开创了我军渡海作战

胜利的先河，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用木帆船打败了现代化铁甲兵

舰的奇迹，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地方自信感，培养学生严于律己、自强不息

的人生态度。

（2）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设“哩哩美”缤纷课堂，拉近学生对传统文化

的亲切感和感受力，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增进对本地文化的认识，养成团结协

作、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培养学生对家乡的归属感，从而激发学生为家乡努力

奋进的念头。

（3）经典诵读进课堂。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让经典文化从历

史中走出来、活起来，即以年级组为单位，轮值班主任组织提前到校的学生进行

经典诵读，既解决学生早到校无人监管的问题又让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浸润孩

子的心灵，发挥经典文化的德育作用，从广袤而深刻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中国自

信的源泉，培养爱党爱国爱民的情怀，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6.构建家、校、社会共同体

所谓的家校合作，节点在于“合作”。学校与家庭的协作程度影响着学生的

健康成长，学生问题重在家庭，突出于学校，恶化于社会。三方是教育整体，一



方过失，毁于一旦。所以，纠正学生思想道德偏差，家庭教育是落脚点，学校教

育是切入点，社区教育是舞台，只有多方配合协作发力，压实家庭教育这项基础

工程，形成“三面结合”教育体系，构建起保证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长效机制，

才能实现“立德树人”目标。

（1）开设“心灵在线课程”。通过有效的调研、测评，设计编写并开展亲子

互动活动、读物推荐等，引导教师和家长充分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情感需求、

价值导向，为孩子成长赋能。心灵在线课程不仅有效拓宽学生德育教育的实施途

径，更有效发挥了家庭在培育学生健康心理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切实让家长

转变观念。

（2）参与“国兴筑梦亲子课堂”。每期讲堂提前设定话题，家长自愿参加。

在开展系统的家庭理念建构、家庭教育实操指导的同时，保持有效的家校互动，

让家长及时了解孩子的成长动态。

（3）推行“家长委员会”制度。学校关工委建立定期沟通制度，同时设立

家长开放日，家长以执行校长身份参与学校日常管理，了解学校教育教学情况，

打通家庭、学校沟通“最后堵点”，构建家庭、学校协同育人共同体。

案例创新点

1.构建“五自管理”德育平台

2.开设军政训练德育课堂

3.经典诵读进课堂

案例效果说明

具体如下。

案例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