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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几年，全国各地的学校频发安全事故。作为教育管理

部门，应该明确认识到，学校的安全管理工作直接影响着学

生的安全、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稳定，教育管理部门对学生

的安全管理和德育教育责无旁贷。而教育管理部门要开展高

效的德育教育和安全管理工作，务必要求教师对德育教育和

安全管理工作有严谨、端正的态度，重视德育教育和安全管

理问题，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引导学生增

强安全防范意识，为学生构建一个安全、有序的学习环境。

一、目前小学管理中德育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对德育教育不够重视

思想品德课是小学阶段关于德育教育的重要课程，该课

程的开展就是为了帮助小学生树立良好的思想道德意识，培

养良好的举止行为习惯等观念对学生未来的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观进行良好的构建。但是在小学教学实践中，思想品德

课程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分配给思想品德课程的课时较少，

教师的备课也不充分，教学投入较少。教师在教学实践中，

仅仅针对课本内容进行讲解，没有对学生的思维加以考虑，

导致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内容一知半解，德育教育的目的完

全没有达到。

（二）德育教育的内容陈旧

德育教育活动的开展是为了让学生将理论知识实践于生

活。但是教师在开展德育教育时，一直运用传统的知识理念

进行授课，致使理论知识和课堂案例不能跟随时代发展的脚

步，学生也无法将德育教育的内容运用于实际生活。

二、当前小学管理中安全管理方面的问题

（一）学校基础设施的安全隐患较多

对于学校的基础设施如操场等学生活动较多的地点及器

材、设备较多的地方，如果不能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很容

易出现安全隐患。比如，学生在宿舍使用违禁电器或设备，

会对学生的人身安全和学校的财产安全产生极大的威胁。

（二）学校外部的交通隐患

随着经济的发展，道路上的来往车辆越来越多，学生在

上学、放学的途中非常危险。小学生的安全意识不强，不注

意避让车辆，时常不根据红绿灯的提示过马路，或者在过马

路时追逐打闹，随意跨越护栏。这不仅影响了公共交通秩序，

也给自己的人身安全增加了隐患。

（三）学校的集体活动易产生风险

相对来说，在校内开展集体活动时，学生的安全隐患要

少很多，但是如果是在校外举行活动，学生的安全问题就显

得尤为重要。学生比较喜欢成群结队，在集体活动时，容易

产生踩踏、追逐、拥挤等安全问题。另外，校外的不确定因

素较多，陌生人、食物安全等因素都会给学生的安全带来隐患。

三、加强德育教育的策略分析

（一）加强德育教育，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

学校在日常管理中要关注德育教育，树立“以人为本”

的管理观念。传统的小学管理是刚性的、墨守成规的，管理

者以自我观念为中心，忽视了学校和教师的主观感受，从自

己的角度出发来分配任务和划分职责。这种管理方式非常呆

板，缺少弹性和主观能动性，教师是绝对的权力的执行者，

只需要执行上级管理部门的任务即可，完全不考虑学生和学

校未来的发展。

在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下，作为教育管理者，我们要学习

全新的管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明确德育

教育的重要内涵。教师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引导者，我们要重

视教师在小学德育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应该在一定范围内给

予教师适当的权限，引导教师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德育教育的

活动中。这样的管理方法具有表率作用，教师能够运用自身

的品德和修养去影响学生，给学生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

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二）确立和完善德育教育制度，实行科学管理

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对小学管理工作的

要求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小学管理工作者不能因循守旧，固守

传统的管理经验，而应运用个人的实践经验做好管理工作 [1]。

教师必须改革现有的管理方法，运用科学发展观来看待小学管

理问题，同时也要勇敢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敢于向小学

教育管理者说出自己的问题和困惑。

（三）更新德育教育内容，让学生应用于现实生活

小学管理工作者应该加强对学校德育教育内容的更新，

将思想品德课程的教学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用德育教

小学管理中的德育教育和安全管理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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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小学管理中的德育问题和安全问题成为小学教育着重关注的问题，这两个方

面是维护学生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但目前小学生的安全事故频发，社会各界应对其给予高度的重视。因此，德育教育和安全

管理工作迫在眉睫。本文主要对目前小学管理中存在的德育教育和安全管理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德育教育和安全管

理的相关对策，希望能够保证小学管理中德育教育和安全管理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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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内容来指导学生的思想，让学生能够将德育教育成果运

用到现实生活中。　

四、加强安全管理的策略分析

（一）建立健全相关安全规章制度

作为小学管理工作者，应该督促学校建立健全相关的安

全规章制度，使学校的防火、防盗、安保、饮食工作务必依

照制度严格执行。学校要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确保将责

任落实到个人。学校还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对于

突发事件的应急制度，明确各领导小组的工作职责，把安全

教育问题作为教师的考核内容，确保教师重视学生的安全问

题，将安全问题当作教学任务来执行。

（二）将安全管理渗透到日常教学中　

教师应该在日常教学中，适时地给学生穿插一些培养学

生安全意识方面的内容，要让学生对安全问题引起高度的重

视，要让学生知道一些安全事故怎样发生的，并教会学生怎

样防范这些安全问题 [2]。教师要做到时刻警惕，让学生牢记“安

全第一”的思想。教师还应教会学生面对安全问题时该如何

正确地处理问题，做到临危不惧，并对学生进行理论教育，

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

（三）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和谐的校风校貌

在小学安全管理工作中，学生间的打架斗殴也是影响学

校安全的一大问题。学校应重视对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文

明的校园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使学

生之间友爱、谦让，从而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和谐

的校风校貌也在一步一步地影响着学生，学生在友爱、积极、

充满正能量的氛围中生活和学习，会远离打架斗殴等坏风气，

因此给学生创造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至关重要。      
（四）加强对学生安全防范意识的培养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增强安全意识，加强自我防范意识，

在遇到困难时懂得自我保护和自我营救。因此，教师应根据

学校的实际情况，开展相应的安全知识讲座和安全教育课程。

如在安全预防课程中，让学生学会防火、防病、防交通事故

等安全预警方法。可以利用班会、讲座、广播、横幅、宣传

画报等形式来开展安全教育，帮助学生明确安全的重要性，

学会防范危险的方式方法。

结		语

加强德育教育与安全教育的管理力度，使用科学、民主

的方法进行小学管理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广大教师应用科学

的眼光来看待传统的管理方法，构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小

学管理体系，民主化地开展各项小学管理工作，为教师创造

一个民主、自由的工作环境，为学生营造和谐、有爱、健康、

安全的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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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对教

学方式产生了影响。微课是翻转课堂课前预习的主要载体，

因此，学校教师对微课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升。在小学美术

课堂中应用微课，能够让学生在课堂外获取新的美术知识，

进而提升学生学习美术的学习效率。

一、在小学美术课堂教学中应用微课的优势

（一）营造活跃的课堂氛围，提升教学效率

大部分学生在进入小学前，在兴趣班中学习过美术，或

对美术有一定的了解。美术教师的课堂教学效果不仅直接影

响着学生对课堂的印象，而且对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有一定的

影响。在美术课堂中引入微课，在课堂中融入音乐、图片以

及影视等元素，能够帮助学生学会欣赏美术作品，丰富教师

的课堂教学内容，从而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美术。

（二）激发学生的美术创造精神

美术是一门颇具艺术性的学科。因此，学生需要深入美

术教学知识中，探索美术的奥秘，感受美术的魅力 [1]。为了

提高教学效率，教师需要根据教学内容，制作相应的微课教

“微课”—小学美术教学中亮丽的风景
吕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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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宣告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科学技术不仅应用于人们的工作生活中，还应用于教学之中。不

仅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微博、微信等社交软件，而且课堂教学也频繁出现“微”这一概念。微课是以视频为载体而进行的教学，

其以独特的教学方式给学生带来了新的学习体验，也给小学美术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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