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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中华文化的主根，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前提，是把握教育本质的必然要求。习总
书记在慰问北京八一学校师生时说：“基础教育是立德
树人的事业， 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 ”“核心素
养”也指出“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
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学校教育“以德为先”，德
育教育核心在于“品格锤炼”。

1 关于“品格提升”
“品格”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习总书记在 2016年

9 月教师节来临之际说:“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
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
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2017年 3月 13
日江苏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印发 《关于启动实施江苏省
中小学生品格提升工程的通知》，启动实施中小学生品
格提升工程，是全省基础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创新举措。 “品格提升”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
务，以学生品格锤炼与核心素养的全面养成为目标。着
力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人文底蕴、科学精神；着力于
学生志存高远、健康生活的自主发展；着力培养学生的
责任担当、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2 “品格教育”现状
品格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道德成熟、 行为

自律、 懂得担当的成人。 品格教育不是靠口头来教授
的，而是用行为来传递的。 学习、生活都是品格教育施
行的环境。然而当前中学品格教育的现状不如人意，仍
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活动流于形式，喊喊

口号，拍拍照片，写写心得。 或者上台表演，按照“剧
本”，艺术化地演绎。缺乏真实情境的品格教育，难以唤
起学生内心的共鸣。活动深入性开展不足，停留在单个
活动，没有延展与提升。 按照时序更换教育内容，缺少
纵向深入的开拓。 活动重过程轻结果，如成人仪式教
育，当时可能感动了，流泪了，品格上并没有实质性的
提升。

3 学生社团“品格教育”的优势
3.1主体性：以兴趣引导活动

传统的品格教育仍以教师为主导， 以活动方案为
依据，学生被安排在设定的时空里接受被动教育。而社
团活动是学生在自愿基础上结成的各种文化、艺术、体
育团体，由兴趣爱好相近的同学组成。实行学生自我管
理模式，统筹协调、团队协作、互相启迪。例如，该校“风
华”小记者站，由一批爱好播音、编导的学生组成。实行
站长负责制，核心成员分工合作，采访、写稿、编辑、播
音、出版，一整套活动都由学生设计与实施，充分体现
了学生的主体性，能力得到提高，品格得到锤炼。
3.2系统性：以课程规范活动

品格教育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常规的品格教
育依托活动，对学生进行“点”的教育，仅在短期内对学
生某方面的情志、能力起到触动和激发。社团活动是学
校教育的第二课堂，拥有课程体系的社团活动，有固定
的计划和系统的内容设置，由“点”到“线”，对学生的品
格教育具有更加规范、科学的引导。 例如，该校“风华”
文学社，站在课程的角度上，通过计划、过程、评价等环
节，规范教学活动，对学生的思维品格和读写能力有持
续、长效的训练与培养。
3.3生活性：以实践充实活动

品格的养成是一个人关注环境、反观自我、发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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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过程。 传统的品格教育往往在一个人为设置的特
定情境里，由教师安排学生进行体验，学生在规定的流
程里完成体验。学生只是一个参与者，在有限的时间内
对主题的思考与内化往往很难深入。在社团活动中，学
生要面对的是生活的真实情境，要解决生活的真问题，
通过参与方案的设计，体验活动的过程，交流思想，收
获快乐，学生的认知和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 例如，该
校美术社“我型我秀”班服设计活动，从班级生活需求
出发，通过收集信息、方案选择、绘制采样、成型发布等
过程，做到知行合一。 这样“接地气”的社团活动，让学
生贴近生活、观察社会、合作探究，充分融入项目活动，
审美、自信、独立、合作等品格得到提升。

4 社团活动实践路径
4.1 开发丰富的社团活动

根据初高中学生不同的年龄特点、兴趣特点、学习
情况，依托校内外资源，该校将学生社团系列化，分为
五大主题：学科类、实践类、艺术类、体育类、科技类。初
三年级体育社（跳绳、排球），高三年级艺体社（美术、播
音与编导）。 其他年级自由选择（文学社、小记者站、校
报社、民乐社、合唱社、舞蹈社、武术社、历史社、农耕
社、摄影社、动漫社）。 “风华”文学社全员参与、全校推广。
4.2打造有针对性的社团活动校本课程

经过多年实践, 该校已将多个社团活动编写成校
本教材,尤其是以“三张”特色名片———“一社、一刊、一
站”为代表的校本课程。 “风华”文学社于 2008 年 1 月
获“江苏省优秀中学生文学社”；2009 年 4 月，获“全国
作文教学先进单位”；2015 年 2 月，“风华”文学社《风
华》 被苏州市出版物编辑学会吸收为团体会员。 2014
年 11月 22日，《风华》校刊获“全国校园校报校刊评比
一等奖”。截至 2019年 3月，《风华》校刊已经成功出刊
165期。 经过多年实践，该校已结合文学社活动编写了
多本校本教材：《我跟学长写作文》《古诗文助读导诵》
《诗话苏州相城风俗》《望亭历史考》《历代名人咏望亭》
《周一新闻文稿》。
4.3建立多元评价机制

积极探索有利于学生广泛参与， 有效提升学生品
格的测评方式。 建立系统化、动态化、量化的社团综合
评价体系，注重过程性和多元化特点。

评价一：望亭中学社团活动制度。为保障社团活动
的顺利开展，学校制定各社团活动制度，严格做到“十
有”，即有网络、有机构、有章程、有社标、有社训、有队
伍、有经费、有阵地、有台账、有成果。 指导教师为每一
次活动填好教学日志，为每一位社员建立成长档案。

评价二：望亭中学社团成长评价手册。为了全面考
核学生在社团活动中的品格提升效益， 该校将校本化
的社团活动参与情况和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有机整合，
编制《望亭中学社团成长评价手册》。 评价项将分“认
知”“合作”“探究”“创新”“分享”五个方面，从“过程”和
“成效”两个角度进行测评。具体测评可依托“社团志愿
服务积分卡”“基地实践签章卡”等工具开展。

评价三：望亭中学社团奖励制度。把学生参与社团
活动与期末考核、三好学生评定联系起来；和优秀学生
家长、学习型家庭的表彰联系起来。把教师辅导社团活
动的时间算作工作量，和教师考核、绩效工资、职称评

定推荐联系起来。 充分调动学生、家长、老师的参与积
极性。
4.4开发有鲜活力的社团资源
4.4.1推进校内社团基地物化建设

（1）建设文学社核心功能区。 由课研中心、体验区
和实践区组成。 课研中心即名师工作室，初步拟建设 2
个。 体验区以朗读亭为起点，设置教学楼底楼走廊，便
于学生在课余时间体验朗读的成功与乐趣。 实践区分
为悦读室、观影室、访谈室、辩论室、课本剧场、采编室、
小记者站。创新语文学科育人模式，提高学生语文综合
素养。

（2）建设美术社美术体验馆。 该馆由欣赏区、体验
区和实践区组成。 欣赏区即国画、油画、书法作品陈列
室，培养学生的审美趣味。 体验区设电脑互动：图像与
色彩、陶艺，学生通过互动平台，参与体验，欣赏生活中
的美。实践区分素描、篆刻、版画。学生通过系统的课程
学习，掌握美术技能，培养“工匠精神”，感受艺术的精
神力量，提高个人修养。

（3）建设农耕社时令蔬果园。 让学生在专业指导
下，学习不同植物的种植过程，体验劳动的快乐，培养
实践能力。 通过对传统农耕技艺的实践，深度体验“粒
粒皆辛苦”之道理，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毅
力和品格，形成朴素的生活方式。蔬果园内可拓展建设
传统节日体验馆。 结合“二十四节气”，体验描彩蛋、做
青团、包粽子、编蛋络、写春联等民俗活动。培养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民族精神的传承。
4.4.2完善有创造力的社团教育共同体

为推进社团建设， 建立更有影响力的课程资源群
体，该校将组建一个以市区级德育学科带头人、教科研
学科带头人、社团专业辅导教师为主的社团师资团队，
联合区内兄弟学校组建社团教育共同体，本着“沟通交
流、协作研讨、共同进步”的宗旨，进行区域联动，开展
社团教育活动。

发展认识论的开创者皮亚杰曾说，“活动是智慧的
根源”。 学生品格的锤炼离不开有效的教育教学活动。
学生社团本身在兴趣、规范、实践等方面较传统“品格
教育”有着明显的优势。学生社团建设聚焦于发展学生
的核心素养， 以学生品格提升与核心素养的全面养成
为目标，关注每一位学生的个性特点，激发学生的自觉
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品格提升”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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