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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有人，心中有事，过中国年——自我教育行动”教育实验研究专题报告课题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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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招远市随着春节期间的探亲访友，至少有60%以上市民都知道学生在做小公民，做文明市民的事。许多人、许

多家庭都把此事作为一件新闻传诵谈论，多数人表示赞许支持，数万名家长给学校写了反馈信，“希望你们不要走过

场，扎扎实实地把中华美德教育开展下去”。 

改善德育  提高实效 

黑龙江省萝北县宝泉岭分局局直第二小学的教师认为，过去学校抓德育，往往仅从大处着眼，立足于大理论，大口

号，操作起来有困难，检查又无规范的条款。而这次“自我道德教育行动”则是从一个正在成长的学生必须做到的起

码要求开始，向学生进行道德的启蒙教育，有要求，有标准，可操作。同时又使我们认识到：这三句话，三件事，看

起来容易，做起来也不难，但要坚持下去，潜移默化形成习惯，就会是一股强劲的自我教育力量。 

北京市通州区牛堡屯中心校的教师认为，传统美德教育应从孩子最容易理解的地方抓起才有效。要小、近、活、实，

不能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中华传统美德是一种感情，是一种道德规范，更是爱他人、爱集体、爱祖国的基础。为了

使这次教育活动继续深入，黑龙江省嘉荫农场子弟校，利用三八国际妇女节，在小学、少先队大队部发出通知：向妈

妈道一声“妈妈节日快乐!”为妈妈唱一首歌（我的好妈妈，妈妈的吻，世上只有妈妈好，三首任选一首歌），各中

队召开了主题队会《夸夸我的好妈妈！》。 

北京市通州区牛堡屯中心校，春季开学之后继续组织三项活动，进一步强化尊长敬老意识，一是“讲”：利用班队会

时间，让全体同学讲一讲假期活动感受；二是“展”：通过校园广播、大中队板报展示优秀征文作品；三是“评”：

根据孝长敬老标准，评选尊长敬老好少年进行表彰，树立学生身边的榜样。 

2002年2月印发了《家庭礼仪小标兵评选条件》： 

1、对父母讲话态度恭敬，语气亲切。 

2、听从父母的教导和正确的意见，不顶嘴、不发脾气，不让父母生气。 

3、上学时要和父母说再见，放学回家告诉父母我回来了。 

4、平时出入家庭要和父母打招呼，告诉父母地点、时间，免得亲人挂念。 

5、吃饭时要等父母一起吃，好菜要先让父母吃，中高年级要为父母盛饭。 

6、父母下班要为父母倒茶，让父母休息。 

7、记住父母的生日，到时向父母表示祝贺，并做一件让他们高兴的事。  



8、父母不舒服要主动问候，生病时要为他们端水送药。 

9、不向父母提过高的要求。 

10、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并尽力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北京市朝阳区牌坊小学教师认为，“过中国年”的教育不应是“一次性”“走过场”的活动，至少连续进行5年才会

见到真正的实效。中国古今节日纪念日很多，多是优秀文化传统承传与教化万民的载体，以其为“圆心”设计学校德

育与社区道德建设互动的新模式，对于改革与建设新世纪的学校德育，对于形成良好民德、民风直至“化民成俗”，

都有重要价值。 

北京市石景山区永乐第二小学的老师讲，这是一种知行统一，实而不空，反复内化与外化的教育活动。“说”与

“做”，都是一种行为，一种实践。“过中国年”要学生说的三句话、做的三件事，凡是中国人都会接纳，人人能

做，做则有收获；经常做就能形成习惯。即：做则有获，常做成习。学生做、家长做、教师做，进而社区人人做、整

个社会做一一“化民成俗”。 

一些参加此次教育实验学校的校长们认为，学校与社区教育，需要有共同的主题，才能实现整体互动。“过中国年”

要学生说的三句话、做的三件事，使得家庭中，亲情互动、长幼互动；家与社区的互动，学校与社区的互动，校与

校、社区与社区的互动；也是一种教育环境、教育载体、教育资源的互动。 

   人是教育与环境的产物，教育与环境又是人创设的。人要在改变与优化教育与环境中,提升自身的文明程度。关键

是，人类要摆脱盲目污染教育与环境，使自身不断“异化”为野蛮与愚昧，能够自觉建设与优化自己所生存的自然与

社会人文环境，提升人性并创造提升人性的教育与环境。这正是我们当代教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也正是我们进行此

项教育实验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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