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本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日常
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的要求，进一步推进上海市《关于建立完善本市教育系统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的有效实施，挖掘、提炼各基
层单位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在教育系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
实”实践案例征集，对案例精选成集。 全书共分两册，上册为幼教和普教篇，下册为高
教篇。 本书为各学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活动提供参考和依据。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德润心灵　 成长有声： 上海教育系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实践案例集： 全 ２ 册 ／ 上海市
学生德育发展中心主编．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ＩＳＢＮ ９７８ ７ ３１３ １６２２９ ８

Ⅰ． ①德… Ⅱ． ①上… Ⅲ． ①社会主义建设 价值论
教育工作 案例 上海 Ⅳ． ①Ｄ６１６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６）第 ２８８２７１ 号

德润心灵　 成长有声
———上海教育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实践案例集（上）

　
主　 　 编： 上海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９５１ 号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３０　 电　 　 话： ０２１ ６４０７１２０８

出 版 人： 郑益慧
印　 　 制： 上海锦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７１０ ｍｍ × １０００ ｍｍ　 １ ／ １６　 印　 　 张： １４． ７５

字　 　 数： ２２４ 千字
版　 　 次：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第 １ 版　 印　 　 次：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第 １ 次印刷
书　 　 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 ７ ３１３ １６２２９ ８ ／ Ｄ

定价（全 ２ 册）： １８２． ００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０２１ ５６４０１３１４



编　 委　 会

主　 任　 高德毅

副主任　 胡宝国　 曹荣瑞　 李兴华　 江伟鸣　 沙　 军

卢天琳

主　 编　 高德毅

副主编　 李兴华　 江伟鸣　 沙　 军　 曹宁华　 张志伟

委　 员 （以下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振雷　 卢天琳　 叶文婷　 孙　 红　 李兴华

江伟鸣　 朱国栋　 沙　 军　 张志伟　 杨智勇

宗爱东　 胡宝国　 高德毅　 曹宁华　 曹荣瑞



序

１　　　　

序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副主任　 高德毅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青年的价

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

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

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

开始就要扣好。”青少年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对于广大德育工作者来说，要抓住青少年这个关键时机，有针对性地培

育核心价值观，让青少年学生在长知识长身体的同时，树立起正确的核

心价值观，帮助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道路上的第一粒扣子”。

本书选取的案例，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再到高等学校，行文精到、格

调新颖，具有较强的传承性、时代性、针对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充分体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

进头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日常化、具体化、形象

化、生活化的要求。同时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公

民意识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载体，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学科教育、网络育人、典范精神、创新实践五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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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案例采用一案一例的方式，扼要阐明了实施该案例的目标设计

和总体工作思路，详述了案例的具体实施过程和特色做法，并深入总结

了案例教育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前景规划，充分体现了各教育机构善

于结合新形势、新要求，主动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德育工作态度。与此

同时，本书对于青少年德育工作做了深入思考和大胆探索，紧密结合当

代青少年学生的特点和教育规律，充分利用自身的教育资源开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落细落小落实工作，从细小处入手，如春风化物，润物无

声，取得良好成效，提出了很多新见解、新思路，极具借鉴及推广价值。

本书所选案例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大有醍醐灌顶之感，对于广大德育工

作者来说，能够有效拓展思维，从中可领略到德育工作方法竟也如此富

有艺术性。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依然复杂而多变，科学技术尤其

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国际交流日趋增多，这些都对我们学校的德育工

作带来了挑战和机遇。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为文化、教育的国际化奠定

了物质基础，文化、教育的深度交流带来了价值观的多元化，使得社会生

活领域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更为深刻；学校、课堂不再是学生获

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学生的

思想观念、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刻，德育工作者们的教育策略

与工作思路必须要及时适应这一新形势与要求，要继续保持攻坚克难、

敢为人先的工作热情，坚持“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的核心理念，

在实践中不断开拓，积极探索德育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

面对挑战，面对德育工作中的各类热点、难点和前沿问题，教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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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各类教育机构要坚持以创新为驱动力，以研究为手段，把德育内

容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重视和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创新精神贯彻到德育工作

的各个领域，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首先，以落细落小落实为指导原则，构建好德育体系的顶层设计。

各德育基层单位要在工作形式上完善路径设计，做到第一与第二课堂的

有机结合、校内与校外的有机结合；在德育教育内容上，围绕“政治认同、

国家意识、文化自信、公民人格”四方面重点内容进行整体规划和分层设

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中小学德育教育的全过程，做到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次，搭建整合、共享的德育

工作平台，加强德育体系内部门间的分工合作，形成合力。通过各部门

间的协同创新，不断加大对德育工作的思考力和执行力，增强德育工作

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再次，深刻把握时代特点和青少年成长规律，不断

创新德育实践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德育工作必须要深入研究学生、了解

学生、认识学生，将学生作为德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后，坚持以人为

本，继续加强德育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德育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继续完善德育工作者的准入标准和行业标准，建立健全包括岗位职责、

教育培训、考核管理、职务评聘等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实现德育工作者

的科学化管理、专业化培养、多样化发展，充分激发德育工作者的主观能

动性。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由衷地希望，本书的出

版能表达我们对各基层单位和德育工作者们勇于探索、不懈创新的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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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能鼓励更多的德育工作者积极投身到这一领域，探索学科交叉合作，

深化理论联系实践，加强专题研究，不断取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进一

步提升上海学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同时多角

度、深层次、宽范围地加以探究和挖掘，并能够有针对性、前瞻性地提出

一些颇具建设性、规律性的政策措施和对策建议，以增强德育工作与研

究的科学化水平，切实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细落小落实工作，

为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与成才创造良好的环境，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

本任务，为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道路上的第一粒扣子”。

是为序，与广大德育工作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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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弘扬优秀传统　 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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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浦区崧泽学校

　 　 有一所学校，她位于上海之源“崧泽文化”遗址所在地，她以“崧泽”命名，她将

传承和发扬崧泽文化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宣传画廊、墙面文化、专题网站等设施与 ２００９ 年落成的崧泽文化陈列馆构建

了主题鲜明的媒体环境，使置身校园的师生们随时都能感受浓浓的崧泽文化的熏

陶。读书活动、寻访考察活动、校本课程教材编写、系列专题片拍摄等丰富多彩的

教育教学活动，把崧泽文化与教师发展、学生发展、学校发展紧紧地融合在一起，逐

渐形成了传承与弘扬崧泽文化教育包含的“两个源头、三个载体”的基本框架。在

学习、浸润、实践、体验中，学生们明确了爱家乡是爱国的具体表现之一，培养了他

们爱国爱家乡的情怀。

寻 访 活 动

———感悟崧泽文化精神

　 　 为了深化对崧泽文化的认识，崧泽学校开展了崧泽文化寻访活动，让学生们走

进家门找变化、走近长辈问变化、走向社会看变化、回到课堂讲变化。

活动一安排下去，学生们开始忙活起来。

一、二年级的学生在老师的指点下，有的历数自己家里近几年来购置的大大小

小的家用电器，登记造册；有的缠住父母，要他们说说家庭收入、支出方面有了哪些

新的变化；有的还找出家里不同时期的照片，进行新旧比较，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三至九年级的学生，以“我感兴趣的寻访内容”为组队原则，组建成一个个 ５ ～

８ 人的小队。在老师的指导下，每个小队围绕与赵巷镇今昔及以后发展相关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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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来确定寻访课题。学生们走进崧泽遗址博物馆，寻找上海源头，领略崧泽文化；

探寻“田歌”瑰宝，传承崧泽文化的精髓，唱出美好生活；走进奥特莱斯，体会服务

精神，学习善待他人；游逛金葫芦新村，感受人民生活的变化；走进元祖等台资企

业，感受两岸合作互赢的趋势……

学生们在活动中还献计献策。蓝天小队在寻访“赵巷田歌”传人时，发现现在

有很多年轻人对田歌这一乡土文化载体已经不甚了解，甚至一无所知。于是，他们

决定自己身体力行，从教周围人唱田歌做起，争当家乡文化的传播者。启明星中队

在“社区发展大变化”的主题寻访中，了解到不少生动事例，于是他们在小区中展

示了“爱家乡，从点滴小事做起”主题队会，宣传精神文明建设。

在寻访活动中，学生们深刻理解了爱家乡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之一，潜移默

化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播撒在学生心中，并使之融入学生的行动之中、

理想之中。

社 团 活 动

———传承崧泽文化遗产

　 　 有这样一群学生，他们热情洋溢，他们朝气蓬勃，他们用美妙的歌声来抒写对

家乡的热爱。他们就是崧泽学校可爱的小小田歌手们。

“赵巷田歌”是赵巷镇的文化品牌，是崧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了继

承和发展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崧泽学校成立了“小小田歌手”社团，让“赵

巷田歌”走进校园。

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小田歌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了解“赵巷田歌”是小田歌手们的“必修课”。学生们有的会从网上查找资料，

有的会到村里的老人那里询问，有的跑到镇文广中心去查找《青浦赵巷田歌》一书

自学。

老师会邀请校外辅导员———本土的田歌手现场表演、讲解，帮助学生们理解作

品。辅导员会把现场演唱和一些视频资料相结合，让学生们欣赏老田歌，猜一猜当

时是怎样一种情景，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学生们根据辅导员的描述和电视里看到

的情景，试着表演田间劳动的景象，个个学得不亦乐乎。



一　 弘扬优秀传统　 增强文化自信

５　　　　

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锡余及其徒弟开展互动活动

老师还会出示新田歌，与老田歌作比较，通过大家自主讨论来展示自己对作品

的理解。老师一句句教唱，学生一句句学唱，逐步加深对乐曲的理解和联想，大家

感受到了田歌的魅力，并对田歌产生了深深的感情，还纷纷写了新田歌歌词。

学生们逐渐爱上了田歌，并能有模有样地唱田歌，传承“赵巷田歌”成了他们

的目标。小田歌手们还商量去敬老院举行一场献爱心田歌表演唱。没想到这一

去，可了不得了，个个都成了小明星，老人们都夸他们唱得好，跳得更好！演出使小

田歌手们信心倍增，学习田歌的兴致更浓了。

一次次的活动，让小田歌手们明白了自己的责任重大。现在的“小小田歌手”

社团的成员们进过社区、上过电视台、登过报纸，俨然一副田歌小传人的范儿。

课 堂 教 学

———融入崧泽文化资源

　 　 在开发和利用乡土资源构建校本课程过程中，老师们主动对照课改要求，研究

有效的课堂教学策略，不断融入崧泽文化资源，落实素质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形

成正确的价值观。美术老师杨卫新开展的“再现百姓过去的生活”美术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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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杨老师对学校“崧泽文化陈列馆”中的“江南民俗苑”、校本教材《崧泽，我们的

骄傲》、影视作品《崧泽文化陈列馆》等资源进行分析整合后，开展了探究活动，让

学生通过认一认、摸一摸、找一找、问一问、查一查等活动对本土民俗民风进行挖

掘。然后以班级为单位，运用多样化的教法进行指导，并引导学生在好奇心的驱动

下，不断去发现、探索版画的学习过程和方法。

师生在校内的“崧泽文化陈列馆”开展探究活动

在一系列活动后，男同学选择了“生产”方面的创作，女同学选择了“生活”方

面的创作，杨老师顺势让学生们比一比，看谁是“生产王子”、谁是“生活公主”。在

杨老师引导下，经过学生们的创意，最终得到镂印版画、剪纸、浮雕、填彩版画四种

美术作品，他命名为“四得技法”。学生们用自己的心态、眼光、艺术语言创作的

《割稻》《插秧》《打菱角滚铁环》《吃西瓜》等作品，充分诠释了“再现百姓过去的生

活”这一主题。

杨老师的美术创作活动，让学生在多彩的文化情景中去认识美、表现美、创造



一　 弘扬优秀传统　 增强文化自信

７　　　　

美，提升自己的人文修养，使我们的民俗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承，进一步彰显美术学

科的教育价值。

区域特色文化进校园

———访青浦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崧泽学校

原校长朱国君和崧泽学校现任校长徐建英

　 　 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崧泽学校就开始了崧泽文化传承教育活动。开展这项活动的

初衷是什么？学校是如何发挥崧泽文化的育人作用的？今后对此项活动的进一步

开展又有怎么样的思考？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青浦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专

职副主任、崧泽学校原校长朱国君老师和崧泽学校现任校长徐建英老师。

记　 者：学校开展崧泽文化传承教育活动的初衷是什么？

朱国君：学校的校名是“崧泽”，所处的地区位于上海之源的“崧泽文化”遗址

所在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我们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实践和

研究的有利条件。我们通过把区域特色文化引进校园加以传承和弘扬，来引导学

生传承崧泽文化精髓，激发学生爱家乡和为家乡建设作贡献的责任感。

记　 者：学校是如何发挥崧泽文化的育人作用的？

朱国君：我们从界定“崧泽文化”的含义与“崧泽文化”内涵的概括提炼、明确

崧泽文化的内涵与教育文化的关联、设计文化的联结价值如何转化为现代教育实

践等三个方面去突破，并通过“梳理崧泽文化要素，形成基本框架”“提炼崧泽文化

精髓，铸造学校精神”“营造崧泽文化氛围，彰显特色魅力”“运用陈列馆平台，形成

灵动课堂”“编写崧泽文化教材，对接国家课程”“摄制系列专题片，助力教育活动”

等做法，传承和弘扬崧泽文化，发挥其育人作用。

记　 者：作为新上任的校长，对崧泽文化传承教育活动进一步的发展有何

思考？

徐建英：我们会继续依托崧泽文化背景，发掘当地教育资源，开展爱国爱家乡

教育。主要设想是在原有的举措上，加强以下几方面的探索和研究：① 充实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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