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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教育中加强学生社团建设

◆ 汤程桑

学生社团活动包含了许多学科的知识，充满
了创新的活力，能够激发学生不断去创新思考。
加强学生社团建设，是创新和深化青少年思想道
德建设的重要途径，是传承和培育校园文化的客
观要求，是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培养学生综
合素质的迫切需要。因此，要在创新教育中发展
学生社团，这样既可以丰富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

又能够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从思想上重视社团活动，为社团建设提供成

长的土壤。学校的创新发展需要社团长期稳定地
开展有意义的活动，学校一定要从思想上重视社
团活动，树立全新的学生观，不能单纯以升学率
和考试成绩对学生排名和奖励，要相信学生人人
皆有才、人人能成才; 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围绕一生一特长的目标，在全面推进、重点突破、
螺旋上升的思路下，全面开展学生社团建设。学
校还要在时间、场所、经费等方面积极支持学生
社团建设，有了健全的领导机制和物质保障，学
生社团才会蓬勃发展起来。

创新社团活动形式，将社团建设落到实处。
学校可利用有利条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
动，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例如: 开展艺术
剪纸活动不仅能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艺术，还
能很好地开阔学生思维，激发他们的创新能力;

开展蛋糕制作活动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还能
使学生在劳动中体会快乐。另外还可开展衣服缝
补、书法展览、足球竞赛等活动，让每一个学生
在校学习期间都能较好地掌握一两项生活技能和
艺术技能，为其终身幸福奠定良好的基础。

加强社团管理，为创新教育保驾护航。为促
使社团健康发展，必须有一系列的制度作保障，

如社团章程、社团管理制度、优秀社团评比制度
等。例如: 可以在社团日常管理中实施 “十有”
管理制度，即有名称、有标志，由社团成员开动
脑筋自己取名，设计出富有创意的团队标志，既
能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激发学生丰富的想象力，

还能鼓舞学生的士气; 还要有规章、有评奖等。
有了各类的管理制度作保障，整个社团活动才能
有序地开展，学生的创新思维才能绽放出更加绚
烂的光芒。

( 作者单位: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在班级活动中培养学生公益意识

◆ 徐玲

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发表的 《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一文中明确指出 “热心公益和志愿服
务”等也是学生应该具备的素养。公民的公益意
识和公益活动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形成以及个
体的人格和谐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而公益意识的形成是个潜移默化和不断实践的过
程，学校教育尤其是班级管理中要重视在各级活
动中培养学生的公益意识。班主任作为学校教育
中学生成长的核心引领人，要创设各类班级活动，

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公益意识。
首先，激发情感，打好公益行动的认知基础。

正确的认识是行动的基础，美好的情感体验是行
动的推进器。班主任应利用有价值的素材和活动
让学生认识到公益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搜
集助人为乐的哲理小故事、名人真事、普通人的
事迹等公益素材，利用晨检、班会时间和学生分
享讨论，让学生从中认识到公益活动的意义和价
值，并产生情感共鸣，感受公益活动的美好。同
时，还可引导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来巩固对公益活
动的认知和感受，从而进一步增强公益意识。

其次，利用班级日 常 活 动，落 实 公 益 行 动。
公益行动贵在落实，但学生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参
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因此班主任要利用好班级
日常活动，实施公益意识培养计划。可在班级管
理中设置志愿者岗位，如 “护花使者”负责班级
绿植的养护，“财政大使”负责收集旧书废纸等并
将收集废品所得费用全部用于慈善活动，如买书
捐赠给偏远山区的小学等，让学生通过这样的方
式感受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的快乐。这些日常公
益活动的落实和坚持，能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
公益意识。

最后，积极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每
年学校都会利用雷锋月等特殊的时期号召学生参
与社会公益活动，这些特殊时期比较有社会氛围，

学生的公益意识会被唤醒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所
以会有较强情感体验，因此也是培养学生公益意
识的良好契机。班主任应积极响应学校号召组织
学生参与此类的社会公益活动，同时还应利用节
假日组织学生参与一些社会公益活动，这些都是
落实公益行动、培养公益意识的好机会。

( 作者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验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