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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版《中小学生守则》和

配套《规范》自发布以来，对中小学

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以及学校

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等都起到了

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

化，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面临许

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因此，从

2014 年开始，教育部在广泛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作出了更符合新时

代的修订方案。

新版《守则》在逻辑安排上，每

条对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行为习

惯养成提出了基本要求，从大处着

眼；接着从小处着手，从行为习惯

养成入手，提出具体的、操作性较

强的要求。前面是对后面的概括，

后面是对前面的细化。这样的《守

则》比较简单易于理解，遇到一些

问题时，学生能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新版《守则》从正面提出养成

中小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具体准

则，从正面濡养而不是从反面抵

制；同时，叙述语气更为平和友善，

对学生而言更易接受。而旧版经

常出现行政命令式语句。

新版《守则》更接地气，更符合

时代特征，更贴近学生生活，很好

地突出了“坚持贴近时代、突出基

本、易记易行，注重可操作性”的修

改原则，便于中小学校根据学生的

学习、生活实际及思想状况，组织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内外教育活动，

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

理想信念、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和全

面而有个性地健康成长。

新版《中小学生守则》印发新旧版本到底有何不同

看专家如何解读《新版中小学生守则》
新旧版本有何不同

2015《守则》内容全面具体：爱

党爱国爱人民。了解党史国情，珍

视国家荣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热爱中国共产党；好学多问肯钻

研。上课专心听讲，积极发表见

解，乐于科学探索，养成阅读习惯；

勤劳笃行乐奉献。自己事自己做，

主动分担家务，参与劳动实践，热

心志愿服务；明礼守法讲美德。遵

守国法校纪，自觉礼让排队，保持

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财物；孝亲尊

师善待人。孝父母敬师长，爱集体

助同学，虚心接受批评，学会合作

共处；诚实守信有担当。保持言行

一致，不说谎不作弊，借东西及时

还，做到知错就改；自强自律健身

心。坚持锻炼身体，乐观开朗向

上，不吸烟不喝酒，文明绿色上网；

珍爱生命保安全。红灯停绿灯行，

防溺水不玩火，会自护懂求救，坚

决远离毒品；勤俭节约护家园。不

比吃喝穿戴，爱惜花草树木，节粮

节水节电，低碳环保生活。

新修订的版本保留了 2004 年

《守则》中仍具时代价值、体现中华

传统美德、应长期坚持的内容，如

热爱祖国、明礼守法、诚实守信等，

同时增加了新时期学生成长发展

中学校、社会和家庭高度关注的内

容，如养成阅读习惯，文明绿色上

网等。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修改主要突出时代性，围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体现规律性，

遵循中小学生认知规律和语言特

点，充分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

念，语言高度凝练，表述更加生

动。此外，修改还兼顾操作性，补

充了一些更具操作性、学生可以做

到的具体行为规范内容，如主动分

担家务、自觉礼让排队等，有利于

将有关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实现学

生知行合一。

修订《中小学生守则》，是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

广大青少年学生中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具体举

措，也是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精神、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体

现。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

现在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在青

少年中乃至全社会推动形成奋发

向上、崇德向善的强大力量，建设

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在落细上下功夫，引导中小学

生记住每一项要求。落细，利于学

生认知。中小学生正处在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发展的关键阶段，

首先要在认知上引导他们，让他们

明是非、辨美丑、知善恶。要引导

广大中小学生记住《守则》的每一

项要求，熟知学习生活中的基本行

为规范，知道哪些是必须遵守的，

哪些是要坚决摒弃的，引导他们逐

渐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新版《守

则》共 9 条，既有原则性要求，如爱

党爱国爱人民、明礼守法讲美德、

诚实守信有担当等，更提出了具体

的、便于学生操作的行为规范，如

了解党史国情、上课专心听讲、主

动分担家务、自觉礼让排队、虚心

接受批评、节粮节水节电等。因

此，要引导学生从细微处着手，见

微知著，逐渐从具体的行为规范中

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

确认知，使学生逐步理解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作为国家层面价值

目标以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

为社会层面价值取向的深刻内涵，

从而将自觉践行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作为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

新版《守则》“顶天立地”。从

大处着眼，紧紧把握培养什么样的

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从

小处着手，对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

行为习惯养成提出了具体的、操作

性较强的基本要求。新版《守则》

注重修身涵养，固本强基，对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中小学生

思想道德建设必将产生积极而深

远的影响。

《中小学生守则》作为对广大中

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

不仅应体现在中小学校的墙壁上、

板报中、宣传栏，更为重要的是它应

为学生真正熟记、理解和认同，但其

真正的生命力并不应止于学生将守

则内化于心，而应是将其外化于行，

体现为他们在最为普通的学习和生

活中自然表达出来的一种常态行

为。

学校作为一个教学活动单位，

本质上更是一个集物质、制度、文化

和心理于一体的综合性复杂场域。

显然，隐性课程作为一种非正式课

程，虽不在课程计划中反映、也不通

过正式教学进行，但其潜移默化之

中，对学生知识、情感、意志、行为和

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却起着“春风

化雨”的关键作用。无论是学校建

筑、设备、景观的设计，还是校班的

管理制度、规章条例、评价标准以及

它们产生的影响，或是师生关系、生

生关系、校风、班风等，这些要素均

可隐藏和融通于学校日常生活，对

学生的生命成长产生深刻持久的影

响。学生正是在这样的教育场域

内，通过其充分参与和体验感悟，培

养了自主精神、探究能力、合作意

识，也会自觉形成道德判断和行为

选择。具体来说，若要学生守则真

正得到贯彻和落实，学校隐性德育

势必要发挥巨大作用。而能够彰显

并细化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

信、友善等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要求的学生守则行为规范，恰恰

可以体现在学生要面对的各种人际

关系范式中。例如，爱集体助同学、

虚心接受批评、学会合作共处、保持

言行一致、不说谎不作弊、借东西及

时还、做到知错就改等行为规范要

求的养成，完全是通过学生在学校

日常生活中，通过与领导、教师、同

学间的人际交往过程来培养和实现

的。因此，如果学校能够充分意识

并重视到学校场域的教育力量，《守

则》内涵的价值行为规范要求便可

无声且有效地传递给学生。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把小《守则》做成大文章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曾宁波：修身涵养 固本强基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林丹：《守则》在中小学有效落实的路径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校长 余晓灵 党总支副书记 陈雪芬：新版《守则》更符合时代特征

“爱党爱国

爱人民、好学多

问肯钻研、勤劳

笃行乐奉献、明

礼 守 法 讲 美 德

……”8月27日，

教育部印发《中

小 学 生 守 则

（2015 年 修

订）》，较 2004 年

守则增加了“自

觉礼让排队、不

比吃喝穿戴”等

内 容 。 这 是 继

2004 年发布后，

《 中 小 学 生 守

则》10 年来的首

次重新修订。

此 次 修 改

最 直 观 的 变 化

是内容的精简，

旧版的《中小学

生守则》、《中学

生行为规范》和

《小学生行为规

范 》共 70 条 ，

2000 多字；新版

的《守则》一共

有9条，282字。

（苏梦璐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