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自主教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政策引领 

2018 年 9 月 10 日，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为未来的中国教育“划重点”。习近平指出，教育是民

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中国教育的

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同时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育人之本，在于立德铸魂。习近平主席指出“务

必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始终要把“立德树人”融入

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全学段、全学科，更

对未来学校的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完成“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 

 

敢为人先 

作为一名始终饱含教育热情和理想的中学校长，我一直没有放弃过将自己的

教育主张凝练成教育思想的追求。我有幸将自己的办学思想全面贯彻在办学当

中，尽管过程艰辛，但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巴川中学在六年的教学实

践中，充分深化了我提出的初中生“五维”自主教育这一办学特色。在“自主教

育”理论施行过程中，我们始终贯彻了“五育并举”的教育任务，在重庆率先落

实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那么“自主教育”的核心内涵到底是什么呢？又

是如何助推学校德育工作的全面落实呢？ 

 

初中生“五维”自主教育的核心内涵 

初中生“五维”自主教育是指通过教师引导初中生根据初中阶段的教育目

标和要求，在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产生自我认识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教会学生学习方法，让学生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主

动进行自主设计、自主学习、自主管理和自主评价，以提高和完善自我道德品质、

行为素质和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教育实践活动。具体来说，初中生“五维”自主

教育是使初中生习得自我认识、自主设计、自主学习、自主管理、自主评价五个

维度的理论和方法。初中生个体通过自我认识，找准定位、了解自身、把握方向；

基于客观的自我认识，个体进行学习内容、目标、手段、方法等方面的自主设计；

学生在自我认识和自主设计的基础上，正式进入自主学习环节，自主选择、运用



相应的学习手段开展并完成预设的学习任务和学习目标；与此同时，自主管理贯

穿于自我教育始终，保证自主教育过程有序不乱、平稳运行；而自主评价贯穿于

“五维”自主教育的全过程和阶段性过程，评价自我认识是否恰当，是否完成规

定内容，是否达到预设目标等，最终，通过自主评价反馈的信息和结果进行教育

过程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并在此基础上再开启新一轮“五维”自

主教育过程，实现个体发展的螺旋式上升。初中生“五维”自主教育是的根本目

标在于激发受教育者的创造性、主动性和学习活力，实现教育者“他教”与受教

育者“自教”的双向互动，推动“单子式”教育向主动式教育转变，从而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自主教育”融入“立德树人”工作任务的实践设计 

以“五维”自主教育的理论体系为依据，重庆市巴川中学率先开展坚持‘五

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工作任务。在工作中坚实突出德育实效，提升智

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自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工作过程中，首先要做到两大保障：队伍

保障和制度保障。 

以重庆市巴川中学为例。教师队伍方面，学校校长团队及年级管理团队具有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和中学高级、中级教师职称，多人先后承担并圆满完成国家、

省、市下达的科研任务。在专门聘请的自主教育领域权威顾问的建议下，组建了

由教育专家、学校领导、教学教研主管、学科带头人、优秀教师组成的先进实践

团队。确保“立德树人”工作在“自主教育”思想指引下得到科学、协调、顺利

的实施。 

制度保障层面，“教师发展中心”及“学生发展中心”作为具体管理部门，

制定“五维”自主教育实践行动的具体策略和方案，落实新时代背景下德育工作

的具体思路目标，承担成果的梳理及推广工作，对“五维”自主教育实践的行动

的有效性进行全面分析、评估，在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固化已有经验并形成下一

步实施方案及具体计划；各年级组作为实践行动的运行实体，落实具体行动方案，

负责“五维”自主教育思想引领下的学生德育工作的过程管理、评价和总结工

作。为了自主教育实践行动有序开展，专家带领的校长团队制定了“五维”自主

教育研讨和实施制度，形成周周研讨及每期一次的研讨、展示及总结制度，及时

发现问题并制定实事求是的行动计划，确保“立德树人”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 

 

“自主教育”思想指引下的德育工作开展步骤 

一、“三层三核”引导下的自我认识 

“三层三核”是指初中生自我认识教育实践行动重点在于教育目标的确立，



旨在唤醒自我意识，教育目标主要包含三层面即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内

容，每个层面又包含三个基本核心要素，具体内容如下： 

 

图 5-1  “三层三核”自我认识 

 

“三层三核”引导下的自我认识是自主教育实践行动的起点，旨在唤醒初中

生内心深处的力量，引导学生可持续生长。“三层三核”的引导下的自我认识行

动是指不同年级背景下的学生在“三层三核”框架下开展思想、道德、行为等方

面的自我客观分析与评价活动，确定自我可达成的发展目标，激活学生内生的自

我发展的动力源，找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摆正自己的身份、地位，正确认识自

我的社会关系，真正树立爱国爱党的意识，力争成为有使命担当、品德修养高、

始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二、“起点——目标——策略”三步走的自我设计 

学生在教师的协助与引领下，基于自我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情怀已坚定的大

前提下进行德育课程学习目标、活动规划、正向价值文化理解等方面的设计与规

划，选择合适的操作方法及路径，在过程中强化自我品德修养，最终实现“德育

为先、全面发展、面向全体、知行合一”的育人目标。 

三、“诵学读习”全域化的自主学习 

“诵学读习”包括晨读晨诵、云课堂学习、自主阅读及自主自习。学生的品

德树立一般来说是在学习生活中，在学校老师的正确引导下逐步形成的。但是未

来的教育应该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自发式教育，这样提升学校效能，才能更好地实

现优质教育的目标，促使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厚植爱党爱国爱人民思

想情怀。以重庆市巴川中学初中生为例，初中阶段是小学和高中承接阶段，在学

校充分贯彻“自主教育”理念的背景下，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能力的养成，能够更

积极、自发地配合学校开展的关于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生态文明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使自我不断学习强化强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真正做到“听党话、跟党走”。“诵学读习”全域化的自

主学习，帮助学生通过个体的分析、探索、质疑、实践及再认识与实践，实现了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目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立德树人”

工作的核心，改变学生以往被动学习知识、观念的方式，激发了学生精神意识树

立的内驱动力。 

 

四、“三级参与”体系中的自主管理 

“三级参与”自主管理是学生自上而下参与学校管理、参加班级管理和进行

自我管理的一种全面的、全方位的管理模式。在宏观层面上是学校自主管理，可

通过班级值周等制度来实现；在中观层面上是班级自主管理，在班级文化建设中

锻炼学生的自主能力；在微观层面上是学生自我管理，可利用《成长日志》来完

成学生对自我的全面管理。这种自主管理模式使得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实现了自

我发现及解决问题、正确评价自己的目的，对于个人思想观念、价值意识的树立

产生极大的自我约束力，能更好地管束自我和提升自律能力，形成良好的生活和

学习习惯，为终身全面发展奠基。同时“三级参与”体系中的自主管理也为其他

维度即自我认识、自主设计、自主学习、自主评价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确保

学生的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工作的顺利推进。 

 

五、“三位一体”指引下的自主评价 

“三位一体”指引下自主评价是指学校围绕三个维度开展评价工作，一是提

高学生自我意识水平，二是培养学生自主评价的能力，三是促进学生健康人格的

形成，三个维度既独立存在，又相辅相成，形成一个系统的评价体系。这种评价

体系促使学生从“认识自我”逐步走向“认识社会”，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业道德、个人私德、家庭美德等，打造个人积极向上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校“立德树人”的工作落实离不开强效有力的评价机

制，因此自主评价为推进学生全面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学生内在的自

我反思和评价，对德育类活动的目的性进行评判，认真审视活动意向，形成一定

的自我评价标准以及正确的价值判断，塑造学生健康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在认

识自我、认识社会的过程中持续不断的自我评价与反思，不断调整与选择，以培

养学生“知事”“懂事”“讲文明”，“知史”“晓义”“识是非”，“明理”

“行道”“铸信念”。 

 

 



“自主教育”在路上 

因此，通过“五维”自主教育实践工作的持续不断地全面推进，将对发展学

生素质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着独特的使命与价值，让学生更好地

“认识社会”并“走入社会”。通过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主教育”学

习，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奠定了学生的文化基础与人文底蕴，让每个学生成为有

用之才，将个人成长成才与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紧密相连，

为将来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