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牢记立德树人，引领专业成长

2024年 1 月 27日，区教研室副主任徐国荣为全体教师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培训讲座《漫谈学科

教育教学中“立德树人”的现实问题与思考》，从课堂教育教学现象、学校教师工作实际、教学内容的组

织和呈现方式、教材的理解和领悟、以及教育故事案例等几个方面，来阐述当前教育的现实问题，以及

对“立德树人”的深度思考。



他指出：

一、课堂因纯粹而出彩。很多学校的教师用“小蜜蜂”、贴板书等方式进行授课，不自然地失去了语言和

文字的艺术美。

二、课堂中，教师需善于代入情境式的角色经验去建立任务群让学生自发去解决问题从而体验过程、方

法、情感、价值。从知识层面跨越到素养层面。这需要教师们对教材的详细把握、理解和领悟。

三、教师需不忘初心，根据自己的专项发挥自己的专长，且持之以恒。

四、育人需要教师的智慧，理解、信任、支持学生。教育是心与心之间的互相生长，教育的过程需要用

生命去加工，用生命去过滤。

教师们认真聆听和学习，纷纷写下了自己的培训心得和感悟。

德属水，课属木

柏见军

五行言“水生木”，日常遇见的教师与课堂本应相生，实有多相克。是相生，还是相克，源起一念间。

日常之课，非相之差异，而念之鸿沟。课堂多怪诞，以致效存异。灌，许瞬间得水，水满自溢，此

为下德；引，能有多众跟随，尤有掉队，此为中德；导，可引流入渠，前后贯通，此为上德；步涉灵魂

之境，预课以命相融，心方有所属，人亦主观能动，此为高德，是该与学堂之灵。

法不准，术将偏；道其中，教育顺达。



德属水，课属木。感于此：好一场行中悟法的点拨，实境中的黑白万象。

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高君

今天听了徐主任声情并茂的讲座，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经历，分享如何在教学中“立德树人”的做法，

让我深有感触。做一名有思考力的教师人与人的不同，在于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则主要来源于思考。一

个人是否喜欢思考，做到常态思考，取决于他的思维习惯、问题意识和格局视野。教师的思考力，主要

体现在对待问题的处理方式上，首先愿意拿出一定的时间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思考选取的方法达到目标;
其次，常时间集中关注在某一主题的研究上，持续推进，尽量寻找创新点;还有就是在常态教学活动中融

入自己的思考，为每一次的发言做准备，为每一节课做设计，为每一次阅读做整理，为每一次实践做反

思。

文以载道，立德树人

钮宇卿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老师，我们除了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外，更是要帮助学生形成一

个正确的价值观、良好的行为习惯。而学生把教师当作示范者，所以我们要规范自己的言行，不管是备

课、批改作业还是布置作业，严格要求自己，教师的路走得远，学生的路才能走的更远。在这次培训中，

徐主任用生动的“打蚊子”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如何观察、分析和解决教学中的各种现象，让我对教育有了

更深的理解。教育是一场向阳而行的相遇，在面对学生时，我们应多一些耐心，多点尊重，严格要求外，

多一些慈爱，真正成为一个有大爱的教师!
没有基础理论知识支撑的教学是飘忽不定的，教师想要站稳三尺讲台，需要有政治理论修养、精深

的学科专业知识、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必备的教育科学知识、丰富得实践性知识。更需要扎实的理论

基础。要优化各个教学环节，做到相互关联，给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让学

生能够“快乐学习”。

灵魂的碰撞，生命的成长

胡睿

教学任务的完成不代表一个学期的终止，一次滋润心田、启迪思想的培训才是为这个学期画上了圆

满的句号。今天有幸聆听了徐国荣主任的精彩讲座，从他铿锵有力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他对我们青年

教师的殷切期望；从他流露真情的案例中，我认识到了“用灵魂影响灵魂”才是“立德树人”的必由之路。

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我们要时刻谨记“立德树人”的目标。停留在口头

的教育是浅显的，难以形成烙印的，唯有无声润物才能真正培育出最鲜亮的花朵。

扪心自问，在日常的班级管理中，我也是尽力将自己看作班级里的一位“学生”——对孩子们提出的

要求，我自己也需要做到。但对照今天徐主任列举的案例，我才认识到，我常常忽视了一些细微之处

——那些没有列在班级规章制度上的小事情，那些自己习以为常的小习惯，往往会被孩子雪亮的眼睛记

录。比如课上用过的粉笔，我可能就将其随意地丢在讲桌上，得等学生课后擦黑板时来替我“收拾”。这

不起眼的随手一丢，可能就会让孩子有样学样，在家里吃完饭不收拾碗筷。看似完全不相关的两件事，

其实深究起来，都是做事情没有首尾。我的一个小习惯，在无声中就影响了孩子三观的树立。

思索至此，我不得不对徐主任一针见血的观点表示赞同。教一些基本的行为规范、理论知识，其实

每一个人都可以，那为什么要出现“教师”这个角色呢？因为“教师”需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要用自己

的灵魂去指导自己的言行，要从内至外保持一致。只有这样，学生才能透过老师的言行，见识到灵魂的

闪光，在日复一日的同老师的接触中，塑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高洁灵魂。用灵魂去塑造灵魂，这既是学

生人格的成长，也是教师生涯的成长。

教育不是按照规章制度上的条条框框去“批量克隆”，而是由教师的灵魂去碰撞学生的灵魂，引导他

们为自己增添色彩，实现自我的成长。

数学教学中的“立德树人”
马颖

今天有幸聆听了徐国荣老师的系列讲座，主题是《漫谈学科教育教学中“立德树人”的现实问题及思

考》，收获颇多。徐老师和其他专家有所不同，他并没有制作 ppt 课件，而是把自己多年教育教学经验

总结出来真情实感的讲给我们听。



徐老师讲了一点，让我深受启发。他说作为教师要用生命去备课，备课时利用网络东拼西凑出来的

教案是不专业的，教师必须对自己的课程和教案有深入的思考，这是对学生的负责，对自身的负责，也

是对学科的负责。这不仅会影响到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职业生涯，也会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我十分

认同徐老师的看法，在我日常的数学教学中，每次上新课前，我都会反复钻研教材、教参、课后作业与

练习，反复修改我上课时需要使用的 ppt，精确到每一个动画在何时出现，哪一句话在何时出现。虽然

非常疲累，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也学会更加精准的把握数学教材，将数学知识以

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给他们，增强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

路漫漫其修远兮，未来的教育教学之路还很长。我将继续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备好每一节课、

上好每一节课，做孩子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立德树人

石晨

今天有幸聆听了徐老师的讲座，感触颇深。“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计，

师德为本。”所谓师德，就是教师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素养。师风，是教师这个行业的风尚风气。师德

师风是教育工作者的灵魂。立德树人也是我们最基本的追求。师德，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一种精神体现，

一种深厚的知识内涵和文化品位的体现。其实，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们教师都在用行动诠释着

师德师风的真正内涵。比如说我们上课时不会使用小蜜蜂，顾及到孩子的上课体验。俗话说:“教育无小

事，事事是教育;教育无小节，节节是楷模。”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可能给学生带来很大的

影响。为人师表，身教重于言传。我们必须时刻规范自我的言行，在这半亩方田里勤耕力作，用自我丰

富的知识，风趣的谈吐来征服学生的心。用自我端庄的仪表，得体的举止感化学生的行为。用自我高尚

的师德，真诚的师爱，为师之责塑造学生的灵魂，以立德树人铸就教育之魂!

生命之源开出生命之花

余晨鳞

教育的本源在哪里？是任务？是利益？是交换？是自身发展？还是学生成长？我想作为一名教师，

教育的初心和原点是对待生命的敬畏之心，是一种真善美，是自我的灵魂拷问。课堂中种种发生的看似

有效简便快速的教学方式反而扭曲了学生对于教育价值的感受和看法。当一个教师能真正地沉下心来去

研究教材中的奥秘，去体会、剖析、聆听、感悟，课堂中代入情境和生活经验，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
教师站在课堂上，与生命去碰撞、去交互、去过滤、去加工，才能培养好活生生的带有生活情感的学生。

每天花点时间闭眼回想在教育教学中的种种过去，去细嚼慢咽、细心品味、回顾并发现与学生们一起相

处的乐趣，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在怎么做教育之前首先要看清自身我现在在做什么？是怎样的教

育？当教育与自身生命融于一体的时候，学生们也会因自身而体会生命和学习的乐趣。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周逸

“用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而不是雕刻别人的灵魂。”在学期结束前有幸听到教研室徐主任用身

边一个个教室里、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展现、诠释了教育的本质，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多小时，但让我受益

匪浅。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道出了作为一名合格教师，除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较高的文化水准外，

更重要的是要求教师应有良好的道德素质。教师是学生的楷模，育人先育己，自身正才能要求他人正直，

以身作则，润物细无声，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是学生瞩目的焦点和榜样，

必须努力学习，提高自我修养，才能成为学生心中的偶像和楷模。教师要重视修品练功，以自己的人格

魅力、学术魅力和工作魅力感召和吸引学生，起良好的示范作用。今后我将努力从教育者、传授者的角

色变为指导者、促进者、设计者、沟通者，以生为本，以身作则，做学生灵魂的工程师。

教育的过程是是影响与示范的过程

刘敏

德育存在于教学的全过程，存在于每个细节。

教师的课堂行为是传递知识的同时更是与学生交互影响的过程。上课时的行为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对学科的思考程度。老师要注意自己的言传身教。从写字到情感的影响，老师应该用一颗真诚的心

对待教育对待学生。每个细节都应该起到示范的作用。



教学过程不应该是刻板的流程式的进行，应该是能够点燃学生对学科热情，引起学生对学科思考，

积累学生学科素养的教学。教学内容的组织和呈现应该首先体现教学的内容而不是固化的教学方式。应

该把教什么放在怎么教的前面。

教师的教学应该是对教材内容的挖掘、解读、领悟和理解。教师用对于生命的思考去理解教材，走

进课本的同时还得走出课本。用真心真意真情去教学，传递做事情的品质，以此培养学生的良好的做事

习惯。

率先垂范，为人师表

陈永

立德，就是坚持德育为先，通过正面教育来引导人、感化人、激励人；树人，就是坚持以人为本，

通过合适的教育来塑造人、改变人、发展人。那么，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今天听了教研室徐主

任的讲座，我觉得老师最应做到“率先垂范，为人师表”。
老师职责不单是要教好书，更要育好人，以教书育人为崇高的职责，并能从中享受到人生的乐趣。

以自己的真诚去换取学生的真诚，以自己的正直去构筑学生的正直，以自己的纯洁去塑造学生的纯洁，

以自己人性的美好去描绘学生人性的美好，以自己高尚的品德去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教师应是最能以

身作则的人。教师的思想感情，处事哲理、人生观点、道德境界、品德修养甚至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都

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学生有着熏陶诱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要求教师言教、身教，并且做

到身教重于言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学生总是把教师看作学习、模

仿的对象。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往往被学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模仿在行动上。

所以，我们教师需要处处为人师表，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率先垂范，作出表率。教师要把学

生造就成一种什么人，自己就应当是这种人。要学生刻苦学习，自己就必须学而不厌，手不释卷；要学

生认真劳动，自己必须热爱劳动；要学生讲文明礼貌，自己必须谈吐文雅，远离粗俗。只有这样，才能

保证教书育人的实效，学生才会“亲其师，信其道，进而“乐其道”。

此次培训为全体教师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习与交流的平台，通过专家的引领和指导，相信教师

们在成长道路上一定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