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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在小学德育管理中的途径分析

◎聂睿贤
摘要：对小学教学来说，学生们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具备的品质很多，不仅要学习教材中的文化知识，还要具备实际的

思想素质和精神内涵。然而，提升小学生的思想素质水平，与教师的精细化管理有实际的关联。在教学中教师不仅要重视

教学的改革，更要重视管理精细化的实施，让小学的德育教育水平得到更好的进步。本文结合教学实际提出了精细化管理

在德育实施中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教学管理策略。希望本文的观点可以对促进小学的德育水平提升产生实际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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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育为先”的新教育形势下，小

学教师在教学中要将教学视线进行实际的

转移，不仅要重视小学生的文化学习水平，

还要重视学生思想素质教育的发展，让学

生的综合素质水平得到实质的进步。然而，

在现实教学中，部分教师只关注了学生的

文化水平，而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关注不大，

甚至采用的教学管理方式比较单一落后，

不仅影响了小学生总体素质的进步，还影

响了班级管理的高效形成。为此，在具体

的德育实施过程中，教师要进行精细化的

管理，让小学生能主动配合教师的教学，

提升他们的情感与素养。本文站在精细化

管理的角度对小学德育的实施进行了实际

的研究。

一、精细化管理概述

精细化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文化中的

一个概念，这种管理模式具有很明显的个

性化和人文性特点，强调的是个体的发展

主动性和综合性，旨在为个体的进步做好

发展基础。在当今的教育管理中，教师也

应尝试将精细化管理模式应用起来，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班级的管理水平。

小学德育的精细化管理重点在于改变

以往重视学科成绩而忽视学生品质教育的

现状。在传统的观念中，不仅学生家长只

重视学生的文化学习能力，导致学生成为

只知道背诵书本内容的“书呆子”。在家

长的影响下，学生自身也在生活中将全部

的精力用在学习文化知识方面，而在生活

中的心理和品质往往显得弱势很多。此外，

在实施德育中，部分学校存在粗放式的管

理状态，比如，学校只是在口头上高喊重

视素质教育，而在实际行动中却无法进行

高度的重视，甚至难以形成一套属于本校

的德育实施方法。在如此粗放和表面化的

影响下，学校的德育管理水平无法提升。

而实施精细化的管理模式，首先是学校很

重视德育，并提倡教师想出一些精细化的

管理方式，将之贯彻在德育的始终。通过

实施精细化的管理模式，可以提升学校管

理的全局意识，执行更高标准的发展计策。

精细化管理具有现代管理模式的优

点，将之应用在小学德育中，对当前的德

育水平具有实际的提升意义。当前的教育

背景下，学生的德育素养是衡量一所学校

办学水平高低、教学理念是否科学的重要

指标，可以为学生选择学校提供实际的参

考。学校引入精细化管理模式后，一方面

可以促进学校领导积极想办法，迎接来自

其他学校的竞争压力，并改善学校的指导

方针和教育对策，提升学校的管理的科学

性。另一方面，通过实施精细化管理模式，

还可以促进学校教师的素质提升，带动更

多的学科教师进行素质教育内容的学习，

进行实际的教学互动，让教师们想出更好

的教学方法，为学生发展提供更好的教学

支持。

二、小学德育管理常见的问题分析

（一）教师自身工作的缺失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受家长的影响

较为深厚，体现为教师关注学生的学习

能力较多，对学生的德育重视程度不足。

在德育教学中的方法也相对落后，体现

为，教师为了应付上级的指示而进行随

意地教学，方法基本是死板单一的。在

教学中，部分教师依然采用相当传统的

教学形式，对学生进行深度的说教，严

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心情，阻碍了德育

的实施效果。

（二）管理存在形式化

在实际的德育实施过程中，部分学校

自身存在形式主义的倾向，在上级召开了

相关的会议之后，学校会在第一时间通知

教师，而一旦上级不进行深度的检查，学

校的德育管理也比较松垮，停留在应付和

走形式的层面上。此外，学校在德育内容

的选择上，存在比较粗糙的现状，体现为

对学生的发展现状不关心，对德育的管理

不够细致，尤其是在德育的实施方式和内

容研究上不够深入。如此，不能让教学内

容满足德育的发展需求，无法提升德育的

真实水平。

（三）德育的管理方法欠缺

在传统的教学认知里，不少教师认为

自己面对的是小学生，对小学生进行教育

就该用比较粗暴的方式，免得学生不听教

师的教诲，甚至与教师发生冲撞。所以，

在这种方法的支持下，部分教师采用命令

的口气对学生进行教育，一味限制或打压

学生的个性，无形中给教育带来了更多的

阻力。在教师的强压政策下，多数学生带

有严重的抵触心理，甚至产生了消极的人

生情感和心理，导致学生逃避、不勇敢、

不自信等心理问题的产生，对其将来的发

展极为不利。为此，学校在进行德育管理

中，应对教师进行比较权威的指导，让教

师树立为学生发展服务的初心，努力为学

生做好人生的指引，让学生逐渐树立积极

的人生观和心理素质。

三、将精细化管理应用在小学德育中的

策略

针对当前小学德育实施中存在的现实

问题，学校应进行实际的关注，并采用精

细化的管理模式，让德育的效果最大化，

提升学生的综合发展素质。

（一）注重语言交流的艺术

语言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合理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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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上，不懂得应用语言的教师将会让教

学效果大打折扣。为此，学校应首先在提

升教师的语言能力方面下功夫，让每个教

师修炼好自身的“内功”，让教师通过自

身的功力影响学生，感染学生，促进学生

和教师之间的平等交流，也带动学生积极

聆听教师的教诲。

对所有教师而言，了解不同学生的性

格特点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因为充分了

解了学生，教师才可以“对症下药”，给

予学生实际的指导。为此，教师应树立高

度的责任心，在教学中认真观察学生的一

举一动，并用自己的专业语言和耐心给予

学生实际的指导。比如，在现实教学中，

我经常关注学生的交流方式、感兴趣的话

题，并总结他们的思维方式。我在长时间

的工作中总结了一个方法，那就是在总结

了学生的个性特征之后，针对他们的实际

情况与他们展开实际的交流，这时候的我

不再是以教师的身份与他们交流，而是站

在一个大朋友的角度，对他们进行耐心

地讲解和指导。记得我们班有个男生，

性格比较暴躁，对谁说话都一副打架或

攻击的样子。我通过对其生活环境了解

之后，发现他的妈妈说话比较强势，一

旦发现他做错题或做错事情就对他冷眼

相对，如此造成了他的这种性格。于是，

在后来的交流中，我试着站在他朋友的

角度，顺着他的意思来，然后，用平和

的语气和他说：“你看，既然我们是朋友，

那么我们就该平等相处，如果你一直以

一种强势的态度对待朋友，那么，朋友

不仅会远离你，还会对你竖起一道隔离

墙。”通过讲道理和耐心地指导，这个

学生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他在后

来逐渐发生了变化，能理解其他同学，

并在同学有困难的时候主动帮忙。

（二）精细化管理应以生活状态为主

1. 注重培养生活品质

无论接受怎样的教育，学生总归要回

归生活的，所以，生活也是一门艺术。为此，

在实际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活品质是

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培养学生高尚的生活

品德是小学教师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在

物质生活条件逐渐变好的时代背景下，很

多小学生自身的生活经历不足，加上他们

的心理素质脆弱，容易被外界的环境所动

摇。所以，当他们看到一些外在的不良行

为时，很容易受不良风气的影响。为此，

在德育中，教师要从实际生活关注学生的

健康，将德育的管理范围精细化。例如，

学校可以设立相应的德育管理渠道，加大

教师与家长的沟通力度，让班主任教师做

好与家长的沟通工作。班主任教师要深入

每个学生家中进行实际的深入了解，观察

学生的生活环境，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

并让家长为学生创造良好和积极的生活环

境，为小学生的生活品质形成奠定良好的

基础。

2. 通过生活小事来塑造学生品质 

德育的实施感化不是高大上且遥不可

及的事情，德育的实施应该渗透在生活的

各个方面，而不是理论的堆砌。为此，在

教学中，教师要通过实际的生活琐事来进

行实际的指导，让学生感受到生活是自己

不可逃避的一部分，需要自己维护好生活

中的各种关系。例如，为了让学生真实体

会到教师的教学辛苦，教师可以鼓励学生

上台分享一定的故事，让他们真实感受一

次讲课的艰辛，然后让他们发自内心地为

老师端茶倒水；在家庭中，教师要做好家

长的指导工作，让家长为孩子留出一定的

劳动空间，让孩子为爸爸、妈妈洗洗脚、

多以“我爱你”“谢谢你”等爱的语言表

达自己对父母的爱。在这些琐碎而细致的

细节中，不仅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来自教

师和父母的关心，还可以帮助他们树立

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除了在

生活细节中进行德育引领外，学校教师

还可以通过组织实践活动来丰富学生的

认知，让学生在活动中形成自己的人生

三观，塑造学生的美好品质。例如，教

师可以让学生进行“做好事”的实践活

动，学生可以帮助陌生人过马路，可以

帮助孤寡老人晒被褥等等。在具体的实

践体验中，学生领悟到人家有爱的真谛，

从而在生活中成为细心和有爱心的人，

为他们的健康成长铺路搭桥。

四、结语

为了提升小学德育的真实效果，实施

精细化的管理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实施精

细化管理需要建立在学校对德育的重视前

提上，并需要学校教师作出实际的教学创

新，注重生活品质的培养，并注重学生的

实践参与体验，为学生营造相对健康、稳

定的生活环境，从而逐步提升其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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