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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概念的界定 

在学校和学生的发展过程中，德育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并处于学校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这

是毋庸质疑的。在党的教育方针中，德育处于德智体美劳各育的首位，通常表述为“德育为首，五

育并举”；在学校的管理实践中，德育和教学是学校的两项核心工作，通常表述为“德育为首，教学

中心”；在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过程中，德育处于引领地位，通常表述为“先学做人，后学做事”。但

是，在我国中小学，德育的地位、功能和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德育针对性不强和实效性不

高的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除了德育泛政治化倾向、德育远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和德育中存在的

假大空现象外，学校不能结合自身实际建构科学、有效、可操作的校本德育模式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之一。 

基于以上困惑，陈经纶中学经过实践探索总结出一套根据“发展性”德育理念并结合学校实际

和时代背景而构建的新型德育管理模式，即“发展性”校本德育模式。所谓发展性德育是指：“以发

展人为目的，以发展人为主体，以发展人为过程的，旨在促进人的发展的德育。这里，德育是指道

德教育，或是中国现在约定俗成的包括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法制教育和美育的所谓大

德育，其中道德教育是大德育的核心，或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二、研究目标与框架 

本研究的目标是要通过改革学校德育育人模式来促进教师、学生德性品质的成长，开发德育途

径，形成新的德育管理机制。 

在陈经纶中学新的“发展性”校本德育模式中，“三构建”形成的三个教育系统，主要为学生而

设计，让学生在自我管理、自我参与、自我评价中实现自我教育。“一加强”构成的管理系统主要是

为教师和班主任而设计，旨在推动全员德育、促进班主任专业化和提高德育的实效性，为前三个教

育系统的正常运转提供文化保障。（基本框架如下） 

表 1 “发展性”校本德育模式：“三构建一加强”基本框架 

模式 

系统 

构建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系统 

构建综合实践 

体验教育系统 

构建综合素质 

评价教育系统 

加强学校德育 

亚文化建设 

主要 

内容 

学生干部部委制 人生远足社会实践活动 百名标兵表彰 全员德育制度 

八好班集体建设 星级评定志愿服务活动 综合评价电子平台 班主任任命制 

班级值周活动 研究性学习 个人综合素质评价 德育首席制 

科体艺俱乐部  干部综合素质评价 班主任职级制 

学生社团活动  班级综合素质评价 班级管理双轨制 

三、实施过程和形成 

（一）成果的初步形成 

2003 年教代会上，校长提出了设计方案的基本框架。2004 年开始着手设计《“人生远足”校本

课程》方案，拓展“志愿服务”维度。2005 年 1 月，学校提出了《德育模式构建工程》，初步勾画

出星级评定志愿服务实践模式、人生远足体验活动模式、学生自我管理教育模式三个德育模式框架，

提出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要求。同年 5 月，学校召开面向全区的德育研讨和开放活动，全区各校

校长主任参加，活动中推出了我校初步建立起来的“三构建一加强”的“发展性”校本德育模式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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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标志着我校校本德育模式的初步形成。 

（二）成果的实验推进 

2006 年 11 月，朝阳区在我校召开《张德庆校长教育理念研讨会》，会上系统阐述了“发展性”

校本德育模式及此模式下的“三构建一加强”德育管理框架，得到了与会领导和老师的好评； 

我校《凸显实践性和自主性的德育模式》还获得了朝阳区第一届教育教学成果奖的提名奖，及

2009年朝阳区教育教学成果年度奖。 

（三）成果的深化发展 

2007年开始，北京市高中全面实施新课程改革，为了实现与新课程改革和社会发展相衔接，我

校对“发展性”校本德育模式进行了重新修整和界定，从 2007 年秋季北京市实施新课程改革以后，

我校不断完善“发展性”校本德育模式，构建凸显自主性、实践性、发展性的“三构建一加强”德

育模式框架，形成校本德育模式与新课程改革目标相对接的新框架和新内涵。 

四、主要成果 

从 2004年到 2012年历时 8年，我们初步形成了具有陈经纶中学特色的 “发展性”校本德育模

式，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构建一加强”。 

（一）构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体系  

这个体系主要由学生干部“部委制”、“八好班集体”建设、“班级值周”活动、学生社团和科技、

体育、艺术俱乐部等构成。 

1．建立了“部委制”学生干部管理模式 

学生干部“部委制”管理改革平台是我校已经设计并运作的以促进学生在工作中实践学习和自主管

理和发展的德育管理体系。全校各班按照新课程改革和班级管理的实际需要，对班级干部设置和岗位职

责设定进行全面改革，打破了多年形成的每个班级设置三个团干部和五个班干部的基本干部编制。 

这样团委和班委构成的“两委”由原来的八人，增加到十六人，做到职责清晰，责任分明，事

事有人管。同时，这些干部分别依据班级工作和学校功能处室对接，隶属于教学处、德育处、团委、

总务处管理，形成了分工明确、纵横交错的学生自我管理系统和全员德育系统，大大提高了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体系的工作效能。初步实现使学生干部对班级负责的责任感、有我是班级主人的归属感、

有存在价值的幸福感。学生干部管理平台侧重师生参与管理的动态实践过程和 “全员”、“全程”、

“全方位”的全员德育模式架构，可以说构建的是师生参与学校管理的人力资源体系。更是实现学生

在实践中自主发展的有效育人平台。 

 

图 1  学生干部部委制改革关系图 

2．建立了“八好班集体”建设体系 

“八好班集体”建设体系是自我管理自主发展教育系统有效运转的载体和抓手，其作为以班级为

基础的教育评价载体承担着学校规范德育的教育任务。“八好班集体”是把班集体建设的方方面面归

纳、总结为“学生出勤好、仪容仪表好、师生和谐好、公物维护好、教室整洁好、参加活动好、行

为习惯好、学习习惯好”八个方面，作为引领班集体建设的内容和目标，作为促进学生健康、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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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的有效平台。“八好班集体”建设从 8个方面提出了优秀集体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为班集

体建设提出了目标和方向。 

 

图 2  八好班集体关系图 

学生社团和科技、体育、艺术俱乐部主要是丰富学生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进行自我教育，自

主发展。 

（二）构建了综合实践活动教育体系 

综合实践活动教育体系包括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三个部分。它是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的结构性突破和新课程理念的生长点。该领域特别强调实施素质教育，突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的培养。我校在探索“发展性”校本德育模式研究中，将基础教育课改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学校

原有的人生远足、志愿服务等活动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学校特色的德育综合实践体验教育系统。 

1．人生远足社会实践活动 

人生远足社会实践活动继承了原来的人生远足活动，由市内社会实践活动、省外社会实践活动、

国外社会实践活动组成。具体作法是，学校根据季节特点、学生的需求和课程设计的需要，利用双

休日和节假日组织学生走出学校，走进社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运用祖国的大好风光、民族的

悠久的历史、优良革命传统和现代化建设成就，最直观、最直接地教育、感染、熏陶学生。通过人

生远足，使学生“与名人对话”、“与历史握手”、“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在活动中丰富知识，开阔眼

界；在游历中锻炼自我、挑战自我；在交往中体验情感，发展友谊；在总结中感悟人生，提升人格。

近年来，我校已经组织学生参加人生远足活动几万人次，到达北京、中国和世界很多地方。 

2．星级评定志愿服务活动 

星级评定志愿服务活动是在原团委组织的高中成人预备期 48小时志愿服务基础上，结合我校教

育工作的实际需要而建构起来的。我校实施“陈经纶中学志愿者星级评定制度”，制定了评定的具体

内容、标准、实施途径和管理措施，通过评选“家庭之星”、“班级之星”、“学校之星”、“社区之星”、

“社会之星”等，有效地推动了学生志愿者服务活动，培养了学生的服务意识和劳动观点并将感恩教

育和礼仪教育融入其中，对学生进行家庭礼仪、校园礼仪、社区礼仪和社会礼仪等教育和培养，并

通过学生带动家庭，推动社区，影响社会。 

同时，该模式把新课程社区服务的范围由原来的社区为主拓展到家庭、班级、学校、社区和社

会五类。这样就可以为每一个同学提供广阔的服务基地和弹性的服务时间，使“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宗旨得到更好地落实。 

3．我校研究性学习的做法 

研究性学习是新增加的内容，由课题研究、小组合作、探究学习的各种研究性学习小组活动来完

成，由德育处和教学处共同实施完成。这一综合实践活动教育体系整合了原来的两项社会实践内容，

增加了一项探究性社会实践活动内容，使得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更加丰富、更加丰满、更加完整。 

（三）构建综合素质评价教育体系 

随着北京市新课程改革的推进，随着学生全面而富有个性发展的课程目标的提出，学生评价改

革工作日益提到了历史日程。综合素质评价是新课程的亮点、重点和难点，如何衔接以前的市区评

优？如何推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展？如何全面实施综合素质评价工作？新课程改革给我们带来

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关于综合素质评价工作，我校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并经历了三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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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不断推动以“百名标兵”评选为引领的综合素质评价工作。  

我校按照北京市和朝阳区的文件精神，结合自身实际，自主创新，初步构建出由“百名标兵表

彰活动”、“学生个人综合素质评价标准”、“学生干部考核评价活动”、以及“北京市综合评价电子平

台管理”为支撑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这是一个新的教育体系，我们目前操作实施的有“百名标兵

表彰活动”和“北京市综合评价电子平台”，以及“学生干部考核评价活动”三项内容。在不断的实

践探索中还将陆续开展“学生个人综合素质评价标准”、“班级综合素质评价”等内容，我们将在今

后 1-2年内不断实施。 

五、创新和特色 

在多年的德育管理模式研究实践中，我校用“发展性”德育理念来指导学校德育管理工作改革，

建构了促进师生德性生命发展的“发展性”校本德育模式。首创了多种德育途径和方式，突破了传

统的僵化的德育方法和范畴，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一）创新了学生自我管理与教育的德育系统 

通过建立“学生干部部委制”、“八好班集体”建设、“班级值周”、学生社团和科技、体育、艺术俱乐

部等学生自主管理与教育的模式，丰富了学生的课余学习生活，让学生在活动中自我教育、自主发展。 

（二）创新了综合实践体验教育系统 

通过“人生远足社会实践活动”、“星级评定志愿服务活动”、“研究性学习”真正实现新课程理

念下突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具有非常独特的探索价值和育人价值。 

（三）通过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建构突出了德育与教学改革的有机整合 

德育有机融入新课程，利用新课程的原则和目标以及新途径强化德育教育在学生道德教育中的

效果。从评价来讲，它融入体验和参与，不仅仅通过考试来测量；从开发来讲，它主要由学校自主

开发。因此，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引领意义。 

（四）创新了“学校亚文化”建设的德育机制 

通过全员德育制、班主任任命制、班主任职级制、德育首席教师以及班级管理双轨制等的实施，

形成了班主任成长与发展的创新机制，进而形成有利于高效能德育实施的良好氛围。 

六、运用效果 

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学生德性生命成长，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而不仅仅是考试

教育、科技教育等。经过八年多的研究和实践，我校《“发展性”校本德育模式》已经得到教育同行

和学校师生家长的认可，在整体提升陈经纶办学质量，促进了师生和学校的发展。在市区乃至部分

外省市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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