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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和国家对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更全面具

体的要求。 24个品格主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纲，以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爱国主义、革命传统

文化教育为魂，按照道德教育的规律梳理形成。友善品格主题教育从顶层设计、教师实施的路径、学

生成长的表现及评价三个方面，探寻友善品格在教育现场的实践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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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背景下学校友善品格主题教育的实施

党和国家对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更全面具体的要

求。 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纲，以中华优秀

传统美德、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文化教育为魂，以学

生品格行为能力提升为重点， 在道德教育的基础

上，扎根中华大地，彰显品格文化性、民族性、时代

性，为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打好

基础，塑造生命，塑造灵魂。

纵观全球的品格教育实践经验，我们要保持中

国文化和德育的主体性，批判性地评价和吸收外来

文化的营养，并向其他文化贡献中华民族的价值和

教育智慧，做好中国的品格教育实践。

我们将适应未来社会必备的品格和关键能力

梳理形成 24 个基本品格（见图 1），按照道德教育
的规律把品格细化、具体化和行为化，有目标、有指

向地培养学生的良好品格，让品格教育为学习赋

能，关注教学关怀，为深度学习提供动力基础。

基于学校教育现场，育人工作的顶层设计需要

关注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五育”融合的育人方

式、多样化的育人实施路径、体现核心素养发展的

育人效果。 本文将从学校友善品格实施的顶层设

计，教师实施友善品格的路径，学生友善品格成长

的表现及评价等方面探寻友善品格在教育现场的

实践方略。

一、学校友善品格教育实施的顶层设计

学校友善品格的实施要明晰友善品格的教育

意义，准确把握友善品格与国家、学校育人目标之

间的关系，通过“五育”融合培育友善品格。

（一）友善品格培育的教育意义

图 1 24 个品格主题的内容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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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重

要表达，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共同价值

和行为，它关乎个人修养及人与社会、自然相处的

基本准则，也是善待一切生命的具体表现。

(二）友善品格与国家、学校育人目标的关系

首先，立德树人要树“友善”的人，《汉书·息夫

躬传》中说：“皇后父特进孔乡侯傅晏与躬同郡，相

友善。 ”这里的友善是指人与人之间亲近和睦，也是

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其次，2016 年发布了《中国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报告，友善品格的培养是聚焦

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要求之一。 再次，教育工作者

的教书育人指向育友善的人，关乎学生人格的健康

发展。最后，学校的育人目标要关注育友善的人，构

建具有友善品格力的校园文化场域。

（三）通过“五育”融合培育友善品格

在日常的教育中，教育者更多是无意识地在育

人，遇到学生的突发状况，寻找到教育契机，无意识

触碰到育人价值，这比起有意识地创造情境，让学

生辨析社会问题，有计划有序列地育人的德育价值

更高。

在品格教育的落地实践中，应关注“五育”融

合，遵循一定的原则。 第一，呈现融合和整体性。 对

于学生的品格成长而言， 它不是某个学科的教育

活动， 应该是德智体美劳各个领域都指向育人，指

向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全面发展。 第二，体现系

统和序列性。 当品格教育形成结构和体系时，学校

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学情，有目的、有意识、有进阶

性地进行品格培育。第三，凸显常态和日常性。品格

的养成应该融合在教育教学的日常行为中，是一种

常态行为。正是因为常态，日常学生的各种行为、价

值观培养、教育活动越来越体现在生活当中。第四，

强调全员和全程性。 学校的所有教职员工、各领域

各学科都应关注学生的品格成长，实现全员育人和

全过程育人。

二、教师实施友善品格教育的路径

学校教师在开展友善品格教育实践时遵循“一

品六翼”的设计（见图 2），形成品格教育在学校的
实施范式，通过文化育人、课程育人、活动育人、实

践育人、管理育人、协同育人将品格教育落地转化，

逐步深入。

品格多以行为的方式体现在学生的日常生活

之中。品格教育中教师应把对学生日常友善行为的

教导与友善价值观联系起来，帮助学生感知和理解

这一价值观与日常生活行为的关联，并且学会在日

常生活中以口头使用和行为表现来运用它 （见表

1）。
教师利用班会课作为孩子第一次与友善品格

的见面会，首先了解友善品格的定义：友好和睦，与

人为善，其次是知道代表友善的动物标识（logo）
“海豚”，再次是学习友善品格行为的“五要”表达，

最后是寻找“友善之星”。

图 2 “一品六翼”的培育体系

表 1 友善品格主题的具体解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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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育品

沉浸式的文化熏陶对品格培育尤为重要，我们

从儿童的生活逻辑出发，创设有意义的品格教育环

境。

将关于友善“五要”和相关的要素、要求以画

面视觉形象的方式呈现（输入），将过程中师生共

同设计和制作的友善文化作品和照片（输出）进行

美育融合，针对儿童的形象思维特点，让环境文化

可视化，帮助学生理解和学习。 同时道德产生于

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儿童在关系中体验和滋养德

行。 友善的学校关系有师生、生生、家校关系，具

体表现为学习锻炼中的合作、服务性劳动、日常

生活关心照顾等。

（二）课程育品

课程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路径。 通过思政课、品

格班会课、学科课渗透等路径，运用品格哲学思辨、

品格戏剧表演、品格绘本阅读的方式，让学生识别

虚构与真实情景中价值观的问题，用自己的话解释

为什么这些价值观是有价值的，发现和讨论道德问

题。 如“为什么人要友善”“友善是好品行吗”“怎么

看待社会里的很多不友善行为”等。

一方面鼓励学生践行积极正向的价值观，另一

方面让学生学会理性做决定，致力于儿童思维能力

的提升，主动地思考道德价值观的问题，强化问题

解决与行动能力。 同时，可以在各学科的教育行为

中渗透友善品格培育，学科课堂中的合作学习、学

会分享与赞美、能够主动帮助老师和同学、教师给

孩子起了有耐心的示范、不允许歧视嘲笑成绩落后

的同学等都是友善的体现。

（三）活动育品

品格学习活动是学生实践和展示自己的价值

观行为， 获得对理想的价值观行为认同的重要途

径。 通过跨学科“找朋友”“儿童帮儿童”“我和春天

一起玩”“我的动物朋友”等主题活动，让学生在参

与体验中感知友善品格，建立品格连接，形成道德

自觉；通过升旗仪式、日行一善、友善小游戏、“我的

友善故事分享会”等帮助学生实践和展示自己的价

值观行为，获得对理想的价值观行为的认同。

（四）实践育品

学生在日常生活、社会实践中所呈现出的行

为，指向于友善的品格要求。 在学校，主动向老师、

同学以及其他工作人员问好；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微

笑并轻声细语；经常和小伙伴一起玩；发现别人身

上友善的行为，赞美他们。

涂尔干在《道德教育》中指出，我们不能如此僵

硬地把道德教育局限于教室中，它不是某时某刻的

事情，而是每时每刻的事情。 我们必须把道德教育

融合在整个学校生活之中，就像道德本身就卷入在

集体生活的整张网中一样。

通过有品格意义的对日常生活的观照，提供社

会实践活动的机会，反思价值观是如何在自己生活

中运行的，体现生活的育人价值，实现全员育人、全

过程育人。

（五）管理育品

品格教育的内容和基本行为规范要求应体现

为品格成长养成，而非对学生的高管控，为此须寻

找到可以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和行为， 制定统一的、

与品格要求一致的、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的规则。 通

过行为规范为学生品格养成提供行为示范，带给学

校和班级管理积极的支持系统，能够有效地解放教

师的教育力。

通过“定规则”———从学生实际出发，形成自下

而上一起遵守的约定，体现为“我们的约定”，例如：

我们要能够看见别人的困难并主动帮助；通过“立

界线”———自上而下定规矩，体现为“我们的规则”，

例如，不允许欺负弱小或者弱势群体（个体），不允

许校园霸凌出现。

（六）协同育品

学生品格培育的另一个场所在家庭，是在父母

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形成的。学校将友善品格学习告

知家长，家长了解友善品格在家里的目标和实践方

法，以及评价维度。

例如，友善品格在家里的评价维度包括：离家、

回家主动和家里人打招呼； 有想法主动和家人沟

通，能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发现自己打扰

邻居或者家人的时候，及时表达自己的歉意；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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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到地接待客人，等等。

三、学生品格成长的表现及评价

在管理上，体现为校级和班级友善规则的制订

与遵守。

以友善品格币、品格成长银行、品格之星、品格

护照等方式对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表现给以记录

和赞美，通过积币、兑换、表彰等方式，激发学生品

格成长的愿望和行为。

人们在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儿童的品格

行为受制于他人及权威的影响很大，赞美式的评价

导向会引导学生坚持正向的价值观行为。评价不应

仅仅是量化等级，更重要的是过程性行为指导。

品格教育成为学校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学科

育人的重要指向、教师育人能力的重要表现。 品格

教育是关乎下一代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的教育，教

育要帮助人类寻求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和基

本行为准则。 有共同的价值观，才会有人类命运共

同体；没有被善待过的孩子，不要指望他善待这个

社会。为了孩子的今天，为了人类的未来，需要实践

品格教育。

（作者单位：成都市教育学会，成都 610000；四川师范

大学附属圣菲学校，成都 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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