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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德育工作者德行的 “木桶效应 ”与 “蝴蝶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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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 摘 要：　学校德育的质量一直是全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从学校德育的实施环节中人的因素即
德育工作者德行的视角去剖析学校德育�为推动学校德育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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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央到地方无不重视德育�从胡锦涛同志的
“八荣八耻 ”进校园、进课堂到和谐社会的理念进校
园�从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进校园、进书本到新课改
所提倡的德育生活化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提高学校德育的质量�提升全民族的道德素质。为
了这一目�大家群策群力�理论工作者提出的德育方
面的理论是一套又一套�文章是一篇又一篇�然而学
校的德育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是接连不断、层出
不穷�离我们的预期目标仍有相当的差距�似乎还不
尽如人意。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在德育理论和内
容方面找原因�试图从理论方面寻求突破�但很少有
人去思考学校德育的实施环节中人的因素即德育工

作者的 “德行 ”。
学校德育工作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需要每一

位学校德育工作者共同努力。大家只有充分发挥各
自的能力�才能发挥最大效率�使学校德育工作取得
最大实效。系统论里蕴涵着 “木桶效应 ”原理�即一
个系统的总体效能取决于系统中各个因素中效能最

低的那一个�就好比我们用一些长短不一的木条箍
成一个水桶 （当然�桶底另说 ）�水桶最终能盛多少
水�要取决于组成桶壁的那些木条当中最短的那一
根。若要使此木桶盛水量增加�只有换掉短板或将

短板加长才成。人们把这一规律总结为 “木桶原
理 ”�获 “木桶定律 ”�又称 “短板理论 ”。我们的学校
德育工作就好比是一个 “木桶 ”�学校德育工作者就
是组成他的木条�学校德育质量就取决于学校德育
工作者的德行。在论述这一问题之前需澄清两个概
念：一是学校德育工作者；二是德育工作者的德行。
这里的德育工作者不仅仅是在学校专门从事德育工

作的教师和课外辅导员�还包括学校的所有工作人
员、学校管理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以及学校聘请的
校外辅导员比如说法制副校长等。文中提到的德育
工作者的德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德育工作者
本身的道德品质；二是指德育工作者日常生活中特
别是在学校工作过程中的所有行为表现。
　　一、教师的德行：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
的形成

　　 我国的教育史可以说是一部德育发展史。无
论是古代韩愈的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的经
典诠释�还是现代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的赞
誉�都是将德育视为教师的首要职责�是社会和时代
赋予教师的神圣使命。教师在学校德育中的职责还
被明确地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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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
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
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
活动 ”；“明确规定德育是教师的职责所在 ” （见教师
法第二章 “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 “学高人之师�身
正人之范 ”这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1998年我国教
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中也对教
师职业道德有相应的要求�即教师要加强依法施教
的水平；加强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加强爱岗敬业教
育�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加强为人师表的教育�
增强教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儿童通过

观察他们生活中重要人物的行为而学的社会行为�
这些观察以心理表象或其他符号特征的形式储存在

大脑中�来帮助他们模仿行为。根据班杜拉的理论�
模仿是儿童的本能�儿童的道德品质形成过程是不
断模仿不断建构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由于模仿对象
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品质。由于教
师与学生相处时间长�所以教师的德行更容易被学
生模仿强化。

因此�教师的一言一行就很容易被学生模仿产
生 “蝴蝶效应 ”①�影响学生一生的发展。教师与学
生每天相处�教师在课堂上、操场上、走廊里……教
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起着榜样示范作用。教师无私
奉献、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等崇高的职业道德都耳濡
目染�感染着学生�因此�教师要努力使自己成为道
德高尚、有所作为的人�真正成为学生的楷模�可以
说 “其身正�不令其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当今
的青年学生是复杂的一代�也是幸运的一代�笔者看
来�他们应具有以下的一些特点：第一�他们懂得机
遇的可贵�但又不知如何把握机遇。当今的时代是
信息的时代�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似乎是突飞猛
进�如果你不注重抓住信息和机遇�很有可能被淘
汰。所以现在青年学生所掌握的知识面是非常之广
的�但同时也正是由于信息之多�使他们又无法正确
地把握�往往失之交臂。第二�参与意识在加强�但
合作意识在淡化。他们渴望被大多数人所了解�渴
望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同
学之间的合作意识在淡化。他们喜欢自我表现�可
忽视了竞争应当是有规则的。第三�他们追求效率
和实惠�使他们的价值观在日渐发生变化�这同社会

的大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第四�他们往
往是个人为中心�是个性化的一代�而集体的观念在
淡化。由于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有个性、有主见�
但同时忽视了他人。

面对如此复杂的、新型的一代�我们德育工作者
又应该如何对待这也正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首
先是德育观念的转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首要的
最艰巨的就是转变教育观念。作为德育工作者�就
应当具备创新的素质�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去打破原
有的那些条条框框�让学生多一些 “自主 ”�少一些
“依赖 ”�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个性和特长�
才会使学校成为学生学习的 “乐园 ”�人才成长的
“百花园 ”。其次是德育内容的转变。德育的内容
必须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求�这就要求德育工
作者必须按照社会和时代的新需求�选择教育的内
容�拓展教育内容的范围�使学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
和时代。在当前�我们必须加强对学生的创新教育、
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竞争意识教育、合作意识
教育、挫折教育等新的教育内容。再次是德育方法
的转变。好的教育方法可使问题更快更好地得到解
决；相反�不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发展规律的教育方
法必将使教育最终没有任何效果通过静态和动态的

结合�更好地培养他们的爱好和特长�发展个性�在
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感染。这对于德育工作来
讲�也就会变单调为生动�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总之�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了解学生在新时期
的思想特点�增强德育工作者的教育信仰�充分发挥
教师人格魅力作用�用现代教育思想方法来促使学
生从道德认知向道德行为的转化�使之能尽快将正
确的道德认知外化为良好的道德行为�是我们作为
德育工作者的教师不容推卸的历史使命。德育工作
者应树立牢固的教育理念�这种理念意味着老师即
使看不到自己取得的成果�仍将孜孜不倦地、义无反
顾地奋斗�它赋予老师教学工作的方向性、原则性和
坚韧性。这样不管遇到什么阻力�碰到什么困难�我
们都会勇往直前地朝着自己的理想、信仰奋斗不息�
这是我们人生价值和人生幸福的源泉和动力。只有
我们每一位教师都以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来要求自

己�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到为人师表�我们的德
育工作才会取得更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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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学校领导的德行：影响受教育者道德品质
的重要因素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校长的德行对学
校德育的影响可以说是 “蝴蝶效应 ”在管理学领域
的印证�一个好的校长不仅能带出一个好的校风教
风学风�而且能使学校形成一个优良的传统�校长应
该是学校道德规范的模范；敬业爱岗的排头兵；在很
大程度上校长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一个灿烂的微
笑�一种积极的态度和真诚的服务�都可能引发学生
生命中一个意想不到的起点�改变他们的一生。正
如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所说：“播下一种行
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
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相反�
我们在学校也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些学校的校长
将学校当成了工厂�将教师当做工人实行刷卡制管
理�对老师的管理延伸到了八小时之外�家长制作风
严重�更有甚者当着学生的面批评老师�以显示其权
威�将自己凌驾于所有老师之上�试想一下�有一个
这样的校长�老师的尊严何在�连老师都失去了尊
严�学校的德育从何谈起�因此我们的校长首先要做
到以德服人�以德治校。其次�教育主管部门应制定
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学校领导考核机制�使我们的学
校管理更加规范化�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后勤工作人员的德行：会潜移默化地对受教
育者产生影响

　　 学校无小事�事事都育人。在学校工作的后勤
人员的德行包括他们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工作效
率都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他们的学风特
别是职业道德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
学校的后勤工作人员有好的工作态度、兢兢业业的
工作作风和高的工作效率�就会使学生对学校对老
师产生亲切感�使他们形成爱护学校公物、爱护老师
和工作人员劳动成果的意识；相反�如果学校的后勤
工作人员工作懈怠不负责任�就会使学生对学校产
生厌烦�同时形成厌学情绪甚至破坏学校公物的行
为。一个学校在选择后勤工作人员时�一定要严格

考核�把好入口关�同时要经常教育已有人员�提高
他们的道德品质�从而培养一支敬业爱岗的队伍�让
学生有一个好的学习生活环境�让学生在快乐中成
长。
　　四、校外辅导员的德行：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受教
育者的道德品质的形成

　　 大多数学校都聘请了法治副校长和校外辅导

员�这些人员尽管平时大多在校外活动�但他们的行
为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产生影响�比如说在法制教
育课上给学生大讲特讲不能吸烟�而自己却在大吸
特吸�你给学生讲遵守交通规则�自己却违反交通规
则等等。作为德育教育工作者一定要身体力行�不
能言行矛盾。我们的辅导员一定要以身作则�起模
范带头作用�真正尽到责任。

只有我们的每一个学校德育工作者用心去感受

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用心体验我们自身的工作
对学生道德发展的作用�全面提升自身的德行�就一
定能推动学校德育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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