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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老师，张恒睿把钱泓伶的本子撕烂了！”一个学生义

正词严地向笔者报告。

“我没有！”张恒睿理直气壮地辩解道。

“老师，我也看见了，他撕了。”另一个孩子也向我报告。

“我没有，就是没有！”张恒睿竟然更加理直气壮。

“要不要查监控？”我有些上火。

“我没有。”张恒睿依旧理直气壮。

……

笔者认为，再这样追问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就说：“张

恒睿，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钱泓伶的本子到

底是谁撕的，恐怕你最清楚了。”

笔者没有完成“案件”的侦破，学生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

事情的结局很不圆满，但笔者想：“我需要正视这样的现实，

因为这就是我们经历着的真实的教育。”故事中的张恒睿在

学习方面算是班里的优等生，但经过近一年的接触，笔者发

现这个孩子每当面对自己的错误时都会习惯性地选择逃避、

撒谎、哭泣，没有一点的担当。

我们常说：“有德有才是正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希望自己培养的学生是“德才兼备”的，

作为一名思政老师，笔者更深切地感受到“立德”对“拔节

孕穗期”的孩子是多么的重要！七八岁的孩子犯错是正常

的，但作为一名思政课老师笔者该如何及时给孩子修枝剪

叶？如何帮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又如何在学生心田

播下真善美的种子呢？

于是，笔者努力向名师学习，翟新光校长课堂上的“说

新闻”深得学生喜爱，笔者就让一年级的孩子也试着“说新

闻”，说新闻，打开了课堂的窗，让课堂四面来风，让课堂

生动鲜活，让课堂放眼天下。2022 年 4 月 23 日，是中国海

军建军 72 周年的日子。复课以后，一次，笔者和孩子们一

起观看了 2019 年的阅兵式，蔚蓝的大海，雪白的海军服，

先进的装备，强大的战斗力，中国海军这支和平力量深深地

震撼着每一个孩子的心灵，有的孩子说，我长大了要当兵，

有的孩子说，我长大了要当英雄，有的孩子说，我长大了要

保卫祖国……笔者想，那一刻，“和平”的种子已在孩子们

心中生根发芽。

“课堂小世界，世界大课堂”，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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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师的座谈会上，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

“视野要广”是其中的一条。视野开阔的课堂才会培养出具

有家国情怀、世界眼光的学生。“说新闻”就是让课堂“视

野开阔”起来的一个重要途径。

笔者走进学生中间与他们聊天畅谈。一位平时很内向的

小姑娘，一天竟偷偷问笔者：“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上课

不举手吗？”

笔者说：“你没想好，答不上来吧？”

她神色凝重地说：“害羞！”那样子着实可爱。

“没事，说错了没关系，以后甭害羞了哈。”笔者边鼓

励她，边帮她整理整理红领巾。

笔者认为，当小女孩说出害羞两个字的时候，她已开始

信任老师，她已开始准备展示自我，她已开始走上属于她的

自信之路，或许，“春风化雨”就是这样的境界吧！

笔者把经典引入思政课堂，让经典与新教材碰撞，让古

人与今人对话，帮助学生从一年级就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学习《我不拖拉》这一课时，有同学说：“我以后做功

课时要专心，要按时完成任务。”这时笔者就和孩子们一起

背诵：“宽为限，紧用功，功夫到，滞塞通。”

学习《家人的爱》这一课时，有同学说：“爸爸妈妈很

爱我，我也要用自己的行动去爱他们。”这时笔者就和孩子

们一起背诵：“父母教，需静听，父母责，需顺承。”

学习《我想和你们一起玩》这一课时，有同学说：“我

以后和朋友们玩耍的时候要遵守规则。”这时笔者就和孩子

们一起背诵：“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

笔者向每年一度的“感动中国”汲取正能量，这学期的

开学第一课，笔者和孩子们一起观看感动中国，一起回望过

去的一年，回望那些曾经让我们凝视的面孔，回望那些曾经

让我们倾听的声音，回望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瞬间。感动

是一种特别令人期待的情感，一年级的孩子很小，但他们严

肃的深情、端正的坐姿、满眼的泪花却在无声地诉说着——

哪里有感动，哪里就有勇气，哪里就有信守承诺，哪里就有

情也有爱。一年又一年的感动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在孩子们

的心田播下真善美的种子。

经过教授一、二年级道德与法治课结合课程标准，笔者

认识到：通过教学，让学生学会做事、学会养成良好的习惯、

学会快乐地学习、学会快乐地成长。如《开开心心上学去》，

知道自己是一名小学生了，从现在开始进行学习了，要爱护

自己的新书，爱自己的书包，且把所带的物品要带齐并放整

齐；《校园里的号令》，知道校园有哪些号令，我们根据号

令去做一些事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中指出：“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只

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

畏难者。”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我们要顺应时代潮流，敢为、

乐为，做一名传播真善美的使者，“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让我们以至圣先贤为楷模，活出为

人师者，大写的模样！

2 教师要用心去指引学生
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却肩负着神圣的育人职责。

教师的职业性质对健全学生思想、教育学生学会做人起着关

键作用。作为教师—— 一名道德与法治老师，我们要充分

发挥自己的学科与职业优势，当好学生思想道德的引路人，

对此笔者做了一些尝试。

3 用行为去引领学生学会爱
相互尊重是本，关心体贴是魂。要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

品质，首先要让学生懂得爱与尊重，要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

进行教育。在笔者所教的班，因孩子犯错笔者没有请过一次

家长，学生不完成作业笔者从未让他们超负荷补作业，学生

有事让笔者帮忙也从未拒绝过。相反，笔者会把一切联系方

式告诉学生、家长，欢迎随时“打搅”；笔者经常在课间走

进班级，到学生中间去主动发现有哪些该做的。笔者所做的

这些事，就是要告诉学生什么是爱，什么是尊重。

笔者给班里的每名学生都拍很多照片，记录他们成长的

精彩瞬间。手机里几乎每天都有备忘录，办公桌上的记事本

也常被写满，有时记下的事有十几条，经常累得到家了连一

句话也不想说。

学生受笔者影响，纷纷献出自己的爱心，主动多做好事。

班里有一孙同学，四年级还不会写字，个人卫生很差。接班

时笔者告诉全班同学不要欺负与嫌弃孙同学，如果不尊重孙

同学就等于不尊重老师，不尊重自己。全班同学都去帮助她，

课间有同学帮她学写字，日常有同学帮她搞个人卫生。最值

得一提的是，每次分组都有同学主动要和孙同学坐在一起。

看着学生们真心帮助孙同学，笔者深深地感到喜悦与幸福。

就在这一件又一件的小事中，孩子们学会了爱与尊重。

4 通过做事去教会学生做人
为了教学生学做人，班里的每一名学生都有自己的职责：

有的学生负责扫地，通过扫地学会细心；有的学生负责关灯，

通过关灯培养节约意识；有的学生负责保管物品，通过保管

学会责任。这样，每个人都在为班级、为他人做着实实在在

的事情，从而学会了做人。

笔者还利用多媒体给学生们看阅兵式，看军人的跑步，

提出我们也能和他们跑得一样齐。于是，每天跑操全班同学

都成了“军人”。跑了一个月，班里96%的人都能不错步子了，

每次跑操都受到学校领导表扬。后来班里要求跑步不但要步

子齐，还要跑出精气神，要像一匹马，要有龙的精神，要如

同一艘乘风破浪的大船。就这样，在跑步这件事上，学生懂

得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1]。

学生每周都把印象深的事、读到的好书、好的想法记录

下来，小组内相互批阅。几个月下来，班级推荐上百篇好作

文给报刊投稿，有十几篇习作被发表。学生们有了自信心，

变得爱学习了。在习作这件事中，学生们懂得了付出就会收获。

5 树立远大理想与今日目标
学生升年级后，思考力、自我意识增强了，笔者开始和

学生们谈理想、谈怎样把理想融进每天的学习、生活。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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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同学都制定了个人成长目标，上面有自己在班里的职

责、理想、榜样、要超越的人、座右铭、语数英的每日学习

计划、情绪、习惯、锻炼、卫生要达到的目标、娱乐、休息、

奖惩的要求等。就这样，学生们在制定目标、实现目标的过

程中渐渐学会树立理想，肯于行动 [2]。

王同学在日记中批评自己：今天的自习课，有一半时间

被浪费了，真不应该；李同学写到自己虽然学习不是很好，

但一定要努力，加油，自己是最棒的；孙同学则根据目标每

天都读课外书、记单词，把学习的收获化作继续前进的动力。

有了理想与个人成长目标，学生们更加主动学习、严格

要求自己。笔者对学生的教育反而更加轻松了，在帮助学生

树立理想时推进了笔者的职业理想。

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与希望，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为祖国培养出高素质的未来公民，是每名教师义不容辞的责

任。当好学生引路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社会、民族、

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更是每名教师应尽的义务。 
怎样才能更好地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提高教师自身素

质，提高教师自身素质看起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做

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教师是发展教育事业的主要力

量。从教育过程来看，教师在提高教育、教学手段上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不管教育方针、政策定得多好，教学计划、

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编得怎样完善，要达到教育和教学目的，

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取决于

教师的辛勤劳动，取决于教师的文化科学修养和专业水平，

取决于教师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艺术以及教师的工作能力和

思想道德素质 [3]。

作为教师个人而言，要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

修养和文化素养以及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

努力锤炼学生品格，品格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动力之一。

高尚的品格，是人性的最高形式的体现，它能最大限度地展

现出人的价值。每一种真正的美德，如勤劳、正直、自律、

诚实，都自然而然地得到人类的崇敬。

6 做平凡的教师——尽职尽责
“一个人可以一无所有，但是不能没有梦想”这句话，

笔者一直记得。正是因为有梦想，我们才经历坎坷依然前行，

正是因为有梦想，我们才历经 [4]。

沧桑信心不改。当鸦片战争击破“天朝上国”迷梦，当

西方文明剧烈冲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心理，当中华

民族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千年未有之强敌”，

中华儿女就有一个梦想，一个民族复兴的梦想 170 多年来，

无数中华儿女就执着于这个梦，为民族复兴上下求索而今，

在实现这个梦想的新的历史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阐述

“中国梦”，他引用了“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

桑”“长风破浪会有时”三句诗，将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

和明天，熔铸于百余年中国沧桑巨变的历史图景，展现于几

代人为民族复兴奋斗的艰辛历程，令人感慨、催人奋进。

2011 年，姚明在退役发布会上感言：“感谢这个伟大

进步的时代，使我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5]

今天，我们每个人未必像姚明那样尽情绽放了梦想，但

我们都有自己的梦，也都或多或少地实现着自己的梦。

尽管我们的梦想实现未必尽如人意，有的人还在埋怨，

收入还不够高，房子还不够大，工作还不够好，看病还不够

方便，但与自己的过去相比，梦想的旅程都早已离开原点，

梦想的花朵已然开始绽放

也许，执着于自己的梦想久了，我们可能忘了梦想生长

的土壤也许，有的人认为，自己梦想的实现，得益于自己的

奋斗，这个时代、我们国家并没有直接为自己做过什么 [6]。

然而，百余年前的中国人不敢有梦，百余年后的中国人

都有自己的梦，其间的差别就在于“中国梦”。

当“中国梦”没有绽放，个人的梦又如何开花？从根本

上说，我们每个人梦想生长的土壤，都深深植根于“中国梦”

我们每个人梦想的成长，都有“中国梦”的成长相伴有了“中

国梦”的茁壮，我们才有了做自己的梦的自由。

这 170 多年来，正是无数先贤先烈把自己的梦融入“中

国梦”，正是一代代人执着坚韧地接续“中国梦”，“中国梦”

才有今日之荣光。

这 30 多年来，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甚至命运，能

够让自己的梦想次第开放，亿万农民工能够在神州大地上自

由流动，市场的生机活力在最贫穷的地方也能够崭露头角我

们也不能忘记，这一切根本得益于“中国梦”的追逐，得益

于党带领人民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创造了发展传奇。

“中国梦”与个人梦唇齿相依我们追逐自己的梦，本身

构成了“中国梦”的一块块基石“中国梦”的建构，又为我

们放飞自己的梦想提供了平台和土壤 [7]。

7 结论
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手中，我们要大声宣言：勿

忘昨天的苦难与辉煌，无愧今天的责任与使命，不负明天的

梦想与追求。祖国的花朵就是国家的未来，笔者的教育梦想

何尝不是祖国的梦想，国家的梦想。就让我们团结一心，为

教育事业添砖加瓦！

做一名平凡的教师，恪守职业道德，尽教师职责，让学

生喜欢、家长满意，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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