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在开展高中德育教育时，不能一味地开展理论教育，而是要引导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开展理实一体化教育。在实践过程中，学生有机会梳理理论知识、转化理论知识、应用

理论知识。基于小论文撰写的高中理实一体化德育教育，能提高德育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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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小

小是指以小见大。学生需要在学习理

论时，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然后从一件带着

真实体验的小事出发，去感受理论所描述的

内容。

以学生提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例，学生从自己的体验出发，说明为什么作

为中华民族儿女要传承自己的文化。某学生

表示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喝茶的人，他发现一

提到抹茶，部分人就会想到这是日本的文化。

实际上，在魏晋时期中国就有了喝抹茶的习

惯，到了唐朝，喝抹茶成为一种时尚，到了

宋朝时期，因为人们的饮食习惯发生变化，

人们开始喝泡出来的茶叶，而不再喝抹茶。

中国的抹茶传到日本后，在日本发扬光大。

基于小论文撰写的高中理实
一体化德育教育
黄明锦

基于小论文撰写的高中理实一体化德育

教育开展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的时

候深入体验生活、连接实践、转化知识，只

有将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学生才能深入

理解理论，从情感和体验出发，做到真正认

同德育教育的理论。

一、 结合体验写论文：在真实社

会生活中理解理论

部分学生没有受过写小论文的训练，教

师的教学重点在于让学生在迁移语文论文写

作的基础上，发现写德育论文与语文论文的

区别，然后从衔接体验与理论出发，完成小

论文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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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抹茶文化来源于自己的

国家，更没有去做好相应的宣传，这是不是说明了中

国的抹茶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呢？

( 二 ) 论

论是指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说明自己对事件的看

法。学生需要应用科学的思维来分析事物，能够做到

分析事物有理有据，在情感表达上入情入理。学生写

德育小论文与写语文小论文的区别，就是要以德育理

论作为学生的议论支撑依据，把理论学习的结果呈现

出来。

比如，学生提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依据

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富强

的国家，那么中国就要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抹茶是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华儿女要看到很多国家对抹茶这

种产品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如果放弃自己的文化，

忽略自己的文化传承和宣传，是不是会错过让中华文

化创造巨大价值和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机会呢？

( 三 ) 文

文就是指小论文需要具有文学艺术的价值，学生

需要在小论文中呈现语言艺术应用的魅力，让别人在

阅读小论文时能够被小论文中呈现的事例感染，能够

认同小论文中的情感态度、思想立场。学生需要紧扣

自己的体验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让小论文的情感表达

充分、立场坚定。只有将体验与理论紧密结合，读者

才会认同其提出的理论。

比如，学生提出，中华儿女需要热爱和传承自己

的文化。中国的很多文化走向世界以后，得到了各国

人民的认同。比如，中国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长城被

世界人民认为是奇迹，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对自己国

家的抹茶文化产生信心呢？学生应用类比、推理的方

式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让情感的表达入情入理。

二、 结合案例写论文：在知识的比较鉴

别中提高认识

有一些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学生虽然没有亲身经

历过，但是他们在新闻上看过、听自己身边的人说过。

学生可以结合案例写小论文，说明自己的理论学习情

况。在写案例类的小论文时，学生需要分析案例中呈

现的问题包含了什么道理，这个道理是如何呈现其规

律的，它给予人们什么样的启示，等等。

( 一 ) 给事物进行定量与定性，说明事物的本质

比如，学生看了一则案例，主人公从小就不好好

学习，经常违反纪律，殴打同学，从同学手中抢零花钱，

等等。只是那时他年纪小，抢的金额不大，对他进行

批评教育后给予行政处罚。长大后，他对金钱的渴求

增大，于是他假装公职人员去诈骗，最后被公安部门

抓获，并承担了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

学生在叙事时，需要说明自己对事物的认知。比如，

学生需要明确地说明案例中的人物究竟是违法还是犯

罪，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学生需要说明这两个概念

的异同，说明自己的判断标准。

( 二 ) 结合德育教育学习，说明案例中蕴含的

道理

不同的学生对同一则案例有不同的看法，学生需

要结合自己对德育理论的学习，说明案例中包含的道

理。学生在探讨案例中蕴含的道理时，应把握切入点，

把道理说透彻、讲明白，让人们看到遵守道德会呈现

什么结果，不遵守道德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只有把案

例事件本质背后的因果呈现出来，才能够呈现出学生

道德学习的水平。

比如，学生说明这件事情背后的本质就是“小时

偷针，大时偷金”。总有一些人想着不劳而获，想依靠

违法犯罪的方式不劳而获，也许在法律存在漏洞时，

这种侥幸或许可以实现，但违法犯罪总有痕迹，总有

一天要付出代价。学生将探讨的缩小点集中在“人们

需要遵守法律法规，不要图侥幸，否则必被捉”上，

可以把道理说得很充分。如果学生有其他的看法或观

点，可以另起一篇来探讨。

( 三 ) 结合案例发生的因果，说明案例中给予

的启示

一个事件的发生，包含不同的因素，学生不能把

探讨的层面放到已发生的事情上，而要从防微杜渐的

视角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案例，人们应当采取什

么样的措施防止案例再次发生。在撰写案例给予的启

示时，学生需要呈现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

提出具有新意的看法或意见，让人们能够思考如果能

够有效减少类似不良案例的发生。

比如，学生可以提出，为什么学校从小就引导学

生学习德育知识，却始终有一些学生不遵守道德呢？

在营销中有一种理论是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营销，那么

学校是否也要细化学生的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呢？学校是否应当应用教育、转化、监控、评价的方

式了解德育教育是否有效呢？如果不能采取针对性的

教育手段，那么德育教育难免沦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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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合调研写论文：在辨析问题过程

中开阔视野

学生在学习德育知识时，有时会遇到观点不同的

情况，此时学生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选择立场，坚定

自己的观点。学生不知道如何辨析事物，这与学生学

习德育知识时缺乏实地调查的习惯有关。教师需要引

导学生在生活中找到需要自己调查的事物，掌握调查

的方法，然后学会从全面的视角来看问题。

( 一 ) 采集数据

学生在探讨一件事情的观点时，有时不知道探讨

的立足点是什么。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了解，在探讨一

个观点时，如果观点不是基于事实来探讨，那么提出

的观点就没有任何探讨的依据。学生在探讨一个观点

以前，需要学会实地调查，采集数据，辨析观点背后

的真相。

比如，学生看到有人辨析中国现在的物价飞涨，

当前民众生活要承担巨大的压力。那学生就要先通过

实地调查，了解物价是不是已经飞涨。学生需要确定

调查的范围，比如学生需要选择评价物价的时间段，

一个月以前的物价、三个月以前的物价或半年以前的

物价等；还需要明确调查对象，学生可以分类调查，比

如可以把调查的对象分为食物原材料的物价、食物成

品的物价、交通费用、服装费用、化妆品费用等。学

生可以把物价的涨幅应用统计图形呈现出来，还原事

件的真实。若难以一个人完成统计，可以应用合作学

习的方法。重视实地调查，采集真实的数据是写小论

文的基础。

( 二 ) 辩证思考

学生需要基于采集的数据来探讨观点，从剖析观

点的逻辑来说明一个观点是否成立。在这一环节，学

生需要呈现自己的科学思维水平。

比如，通过分析统计图，学生提出在不同的区域

物价上涨的幅度存在区别，不同的物品，上涨的幅度

也存在区别。就生活必需品而言，当前的粮、油、菜、

肉均有小幅度上涨；油价上涨很快，这与当前全世界

的石油相对欠缺有关；衣物、服饰类（非奢侈品）的

价格几乎没有上涨；小家电类的产品部分还出现价格

下降的现象。学生通过分析，说明物价上涨和民众是

否承受不起物价为两个问题，需要分头采集数据进行

探讨，不能混为一谈。在探讨物价上涨时，只能说从

整体来说，群众的生活支出要比过去增多，然而不同

物品的涨幅不同，不能够简单应用“物价飞涨”来定性，

这一定论是偏离了事实。

( 三 ) 分析事件背后的原因

学生需要分析事件背后的原因，结合自己的德育

理论学习分析事物发生变化背后的因素，能够应用动

态的视角预测事情的发生，并找到控制事情发生变化

的方法。

比如，学生可以分析我国政府一直应用宏观调控

的方式来控制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于是粮、油、菜、

肉等虽然有小幅度涨价，但是这种涨幅是可以预测的，

人们需要做好这类物价变化的准备。让物价产生很大

变化的重要因素是油价上涨，一旦交通支出增多，那

么物价就会发生变化。然而当前油价的变化与国内外

的形势有关，一旦一些特殊事件过去，交通费用就能

控制下来，物价的上涨是可以控制的。

( 四 ) 提出观点

结合事情的预测，学生需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学

生需要告知公众事实的真相，做到“从我做起，不

造谣、不传谣”。然后结合事实和预测说明自己的情感

和立场，让自己的思想和态度能够感染公众，让公众

能够形成正确的认知，不要被不良的观点引导。

比如，学生可以提出物价的涨幅确实影响了人们

的生活，然而物价并未上涨到民众承担不起的地步，

只要优化财务管理，是可以度过这段时期的。比如，

在买电子产品时，不要追求买高端产品，而要选择经

过市场检验的功能适用的商品。在国外商品和国内商

品都能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国内的商品，

繁荣国内市场。

部分教师开展德育教育时，过于重视理论教学，

忽略了引导学生实践。学生在写小论文时，阐述自己

的体验、说明案例、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就是实践的过

程。教师引导学生撰写小论文，实际上就是帮助学生

掌握写小论文的技巧，做到把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

学生能够从宏观的理论出发，引导自己优化微观实践；

从微观的实践出发，为宏观理论提供更多情感支撑。

只有做好理实一体化教学，才能提高德育教育的实效

性。（作者单位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德保县德保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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