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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小规模学校如何特色发展摆脱困境，通过十五里沟小学实施学生德育主题课程教育，分析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方向，提供

可资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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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农村小规模学校是指乡镇以下、学生数少于 100 人的学校，主

要分布在农村，大部分是人数少的中小学校和教学点。中国农村进行“撤

点并校”政策 10 年以来，全国农村小学包括教学点急聚下降，直到 2012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终止了“撤点并校”。然而，幸存的小规模学

校在基础设施、教师队伍、教育管理、教育内容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生存状况不容乐观。为此，2014 年度 11 月，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宣布

成立，期望汇集社会力量，让小规模学校不仅生存，并走向“小而优、

小而美”。十五里沟小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试图通过特色办学提升学

校育人质量，改善学校发展面貌，增加生源，并为我县农村小规模学校

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1 典型的农村小规模学校 

环城镇十五里沟小学是一所六年制农村小规模学校，建校于 1949
年，学校占地 11.08 亩，建筑面积 1306 平方米。学校建有 6 个教学班，

学生 95 人，教师 12 人。学校设有科学实验室、图书室、阅览室等功能

教室，校园环境优雅，绿树成荫，是学生快乐学习和书写阅读的活动场

所。 

2 学校面临 “小而空，小而弱”的发展困境 

十五里沟小学位于 211 国道沿线，地处城乡结合区域。学校基础设

施差，教学设备陈旧老化，学校师资薄弱且存在结构性短缺，与城区学

校相比，没有办学优势。前几年，家长对学校认可度低，学生人数越来

越少，学校规模越来越小，学校面临 “小而空” “小而弱”“留不住生

源”等困境。 

3 分析原因，研究策略，扭转学校困境 

3.1 紧抓机遇，改善办学环境 

2017 年因高铁建设学校整体搬迁，我们紧抓高铁“还建”政策，新

建了教学楼和塑胶操场，更新了校园广播、监控设备，绿化、硬化、亮

化一步到位。2019 年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契机，配备了音体美器材，

科学实验设备，创建了心理咨询室； 还争取公益组织捐赠图书和体育用

品； 通过多方合力，仅仅三年时间，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富有个性并具

有书香气息的特色校园环境逐步形成。 

3.2 德育课程教育促发展 

根据校情，学校推行“阳光教育”，确定“健康、尚学、明理”作为

学生的培养目标，把“心中有阳光”作为学校发展的核心素养，以思想

品德教育为载体，构建德育“月主题”课程体系、创建“周活动”特色

课堂教学模式，积极探索德育主题课程建设的目标、内涵、途径与策略。 

4 打造德育课程体系，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学校研究出台了德育校本课程《阳光，你好》小学生德育主题课程

记录册，课程以主题化、系列化为基本思路，根据小学阶段德育目标，

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分学期、分年级、分周次共设计 192 个微课题。课

程以全面的教育内容、完整的教育过程、典型的教育载体、恰当的教育

方式实现小学德育目标，给孩子 美好的童年，塑造孩子完美的人生。 

5 整体规划，有序落实。 

“教书育人，育人为本”，教育的核心是育人，是让孩子成为一个充

满快乐、富有智慧、对社会有用的人。十五里沟小学生源薄弱，没有能

力进城的弱势家庭子女较多。学校基于“多元课程，多彩生活”发展思

路，精心打造一所“小而美、小而优”的小规模学校。 

月主题：德育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生的道德素养是靠点

滴渗透和逐步培养才能有所发展的，每月确定一个主题引领德育工作全

面，有序开展。 

周活动：依据月主题确定的目标，通过周活动分层具体实施，每月

四个周将本月德育主题按照学生认知特点逐层安排，让学生经历感知、

体验、交流、总结道德习惯形成过程，每周一国旗下演讲宣示周活动安

排。 

日行为：学生的品质需要通过每天的行为来一点一滴的培养和渗透。

每周的德育主题活动，对学生提出一个行为要求，班级用易于接受的简

短提示语展示教室醒目位置，时刻提醒学生从日常点滴出发，反思身边

现象，引起情感共鸣，将枯燥的德育说教回归于实践，付诸于生活。通

过日复一日、朝朝暮暮的行为指导并 终引领学生把道德规范内化成自

觉行为，实现高尚人格的崇高境界。 

6 课程引领，提升实效。 

通过“月主题”、“周活动”、“日行为”的德育课程实施，孩子们在

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帮助他人、自主学习等方面逐渐有所明显的改变： 

（1）纪律习惯。具有较强的自律能力，学生能根据不同场合的具体

要求决定自己的言语行为，能做到不沾污自己，不伤害他人，不影响集

体，个人行为适合于具体环境的纪律行为习惯。 

（2）卫生习惯。讲究个人卫生，爱护集体卫生，学生能做到自己的

身体、衣服及生活、学习用品干净整洁，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

动捡拾环境内的脏物，认真清洁教室、环境卫生，勇于诚恳指出破坏卫

生的其他人员。 

（3）安全习惯。学生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能严格遵守学习、饮食、

交通、用电、活动等安全管理规定，能初步掌握一些基本的安全防护技

能，发现不安全隐患和现象能及时告知老师。 

实践证明，增强学校的办学特色，能提高学校的活力。通过对十五

里沟小学德育创新教育分析，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提

供一些启示和可以借鉴的经验，供农村小规模学校根据自身情况，通过

实践，逐步形成学校办学思想，规划办学方案，发展学校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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