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九年级下德育工作总结人教版(实
用5篇)

对某一单位、某一部门工作进行全面性总结，既反映工作的
概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缺点，也要写经验教训和
今后如何改进的意见等。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
总结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九年级下德育工作总结人教版篇一

一学期来，我根据我校德育工作的指导方针，结合班级实际，
从班风建设、班级管理、安全工作、行为习惯等方面开展德
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展开活动，形成班级凝聚力

接班初始，我发现班级的凝聚力不够，常常有自顾自的现象。

面对这个问题，我收集大量资料，号召大家展开有关如何增
强班级凝聚力讨论，并给他们讲述“事在人为，重在参与”
的道理及给学生讲励志故事，激发学生的责任感与学习热情，
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要求学生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
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通过经常性的鼓励与赏识，激发进取精神和自信心，同学们
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无论是升旗还是集会，学生都能遵守纪律，自觉维护班集体
形象。

此外，我还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指导小干部开展了许多的
班级活动，如：“我能行”才艺展示、“国庆节”板报比赛



等，从中，学生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各种集
体活动成为塑造自我，增强班级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二、着力抓好班级常规管理

学期初，我就组织学生一起学习学校常规，让学生与学校要
求达成共识。

并根据班风目标，制定了班规细则。

执行规章制度时，我发动大家来互相检查、监督。

树立遵守纪律的典型，形成以遵守纪律为荣，以违反纪律为
耻的良好班风。

在班级常规管理中，我一是重视班级荣辱观的建立。

二是重视对班干部的扶持和培养。

我经常找班干部谈心或是召开班干会，要求他们努力学习，
团结同学，以身作则，鼓励他们大胆工作，严格要求，注意
工作方法。

通过每周一次的班队会，总结班级情况，指导他们工作方法，
帮助他们提高工作能力。

班长张吉，劳动委员颜柳珍，清洁区小组长覃童、韦江宝等
等都能积极主动工作，并卓有成效。

三是常深入学生，和学生沟通。

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能有效地对学生进
行针对性的教育，使班级工作能有效进行。

四是加强与家长的沟通。



家长会和家访是教师与家长沟通的有效方法，除此之外，我
还把我的手机号和家庭电话对学生及家长公开，同时也在手
机上存下每一位学生的联系电话，通过电话，经常与家长取
得联系，让他们在第一时间了解学生最近的表现情况，争取
合力做好教育工作。

九年级下德育工作总结人教版篇二

__月，随着如火的骄阳又来到了我们身边，又一群孩子练就
了翱翔的本领就将从我们身边飞往更高更远的地方。一个学
期已经接近了尾声，而我，又该是坐下来细细地回想这半年
来的工作的时候了。

这半年，说不上轰轰烈烈，但琐琐碎碎的事儿却是接连不断，
正如我们的班主作、辅导员工作本身一样的琐碎。

期初，针对上一学期所反映出来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些同
桌同学喜欢交头接耳讲话、有些同学个子蹿得特快，明显地
不适合坐在前排位置等的情况，我重新给全班同学排了合理
的位置，以便他们更好地学习、生活。

此外，我继续发挥班队干部的作用，将班级工作管理的权力
下放给班队干部，让他们协助管理班级。每天设立值日班长，
早晨、中午都由值日班长负责统筹安排全班的卫生、读书等
方面的具体事宜。而包干区及班级卫生工作则责任到人，努
力做到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既增强了学生的责任感，
也增强了他们的竞争意识。

第三，我继续加强家校联系。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中，
家庭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教育要想取得实效，必须
家校联合。早在上学期，我就将我的电话号码等全部颂给学
生，让他们有困难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而我，也经常与家
长电话联系，询问学生在家的各方面的表现，并交流其在校
的一些表现，和家长一起找出问题所在，并对采取的教育教



学方法达成共识，以求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如果学生有
点滴的进步，我也会及时和家长取得联系，向他们报喜，让
他们看到并肯定孩子的进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为学生的
不断进步注入不竭的动力源泉。

第四，我还注意加强对所谓的后进生的管理。为了做好品德
差生的帮教转化工作，我努力做到用爱心去关怀他们，用耐
心去感化他们，尽量把一些苗头性问题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
对重点的问题学生“一对一”个别谈心，增强教育转化的责
任感。

经过这半年的工作，我们班取得了一点成绩。在期初的数学
调研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在春季田径运动会上，运动
员们奋力拼搏，虽然没有进入前三名，但甩掉了最后一名的
帽子，也涌现出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在学校第四届校园文化艺
术中，我们班的同学表现积极，在课本剧比赛中获得了一等
奖，在其他比赛项目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最后取得了团体的
三等奖。

春去了夏来，秋走了冬在，然而，人生却没有轮回!这半年里，
我虽然与我们的队员们有了点滴的成就，但细细想来，还有
许多的不足。我愿在今后的岁月中，更努力地工作，让成功
更多些，让遗憾更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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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过程只有做到知、情、行的统一，才能收到预期的德育
效果。知、情、行是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
转化的。一般地说，“知”的培养是基础;“行”的实现是关
键和标志;“情”起中介和“催化剂”的作用。因此，学生思
想品德的培养必须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
持之以恒”，促进四要素统一和谐地发展。

思想品德教育只考虑认识过程是远远不够的，通过班会或团



队活动向同学们正面宣传提倡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是
需要的，但抓住时机，创设自然融洽环境，努力激发学生自
身的“内应力”与道德情感则是另一回事。在校内、教室是
学生接受思想品德教育的主要场所。教师在这儿，有的通过
别开生面的班会活动，有的挖掘学科自身的教育因素，有的
则根据学生个性与心理特征，因势利导，达到各种教育预期
目的。但也应看到，由于对学生“主体需求是内化的原动
力”这一点认识不足，在如何把社会首先规范内化为学生自
己的品质方面研究得不够，我们的某些方面教育就显得脆弱
与生硬。学生在那种正面教育场合，有时很难放开自己，他
们经常只是首先意识的被动接受者，即使安排有学生在活动
中发言，所说的也常是此刻我应该说此什么，而非内心真实
所感，不能期望这种形成会达到很好的效果。其实，真能触
到学生灵魂的教育常常是不露痕迹。它不仅发生在操场上，
发生在课间十分钟，而且发生在事先无所准备的最自然的生
活与情境中。因此，进行情感教育，是德育工作者打开学生
心灵的启动器，是“知”与“行”的中介和“催化剂”。

(一)以情育情，以情动人

通过这次班会，同学们认识到同学间，要互相“包容”，只
有团结一心，班级这条“大船”才能顺利到达成功的彼岸。
而且，增强了集体的凝聚力，形成团结向上的班风。

(二)以知育情，以情促知

我们知道，单纯地对学生说教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同样单纯
地采用感化而不伴之以说理，也难以使学生产生有原则、有
深度的道德情感。“知之深，爱之切”正是这个道理，因此，
班主任应着力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使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
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今年五月份，发生在美国轰炸南联
盟中国大使馆的血腥事件，引起了全世界中国人民的强烈愤
慨。我趁此机会让学生观看电视，收集有关新闻报道，激发
他们的爱国激情，发出了“中国人民不可欺”的强烈心声。



同时，又让他们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激励他
们“为中华崛起读书”以实际行动来声讨美国的暴行。这样，
无疑对学生进行了一次有血有肉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就是说，
认知越丰富，明理越深刻，情感就会越深厚。

(三)以行育情，以情导行

情感的另一特点是实践性。实践是情感形成和转变的基础，
也是摇动情感发展的动力。所以情感教育要从实践开始，在
实践中，以行育情，越实践，学生的情感就越深，反过来，
情感越深，就越愿意实践，从而形成自觉行为。

在以“爱心献功臣”的活动中，我班学生纷纷捐款，奉献了
自己的一片爱心。钱虽不多，但却体现了中国青少年对那些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的功臣的崇敬之情和爱国、爱
民族的高尚情操。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活动中，有些同学在老师面前一直是批
评的角色，是小捣蛋，但了也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这援助当
然源于他们对功臣的敬仰，然而，在援助中，自己不分明也
获得一份快乐吗?他们自己却没觉察到，就在那瞬间，他们的
灵魂迸发出怎样可贵的火花。我抓住时机，谈了爱国的含义，
谈了什么叫高尚，使同学们从奉献中体会到自身精神的愉悦。
这样，这使整个教育过程都弥漫着一种和谐、融洽、振奋，
饱满的情绪氛围。

总之，当学生不仅学会了留心观察周围世界，心胸开阔，乐
于助人，而且也学会留心观察自身，努力认识自己的内心世
界，把精神力量也用到使自己本身变得更好、更完美的，他
们才算真正逐渐成长为道德成熟的人了。而教师的贵任之一
就在于抓住良机，寻找学生对外界教育影响的最佳接受点，
以情育人，最终过到知、情、行的统一。



九年级下德育工作总结人教版篇四

抓好班级德育工作是推动班级前进的一项有效的措施。根据
上学期学生的表现，以及我对学生的了解。本学期，我班采
取了一系列的德育工作措施，具体的做法如下：

一、目标激励，形成推动力

针对班级大多数学生学习习惯良好，成绩稳定，在期初就提
出了“争取好成绩向父母负责，向祖国汇报”的目标，组织了
“为提高学习成绩立功”等自主晨会活动，并给每个学生都
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而且分小组、个人展开比赛。由
于目标明确，个人任务具体，调动了全班学生学习积极性。
成绩好的学生放弃休息时间给成绩差的学生补课，成绩差的
学生虚心向老师，同学请教。各小组经常召开学习交流，检
查学习情况，帮助释疑解难，出现了人人为实现学习目标而
奋斗的热潮。在集体目标的激励和教育下个体目标也因此得
到了有效的强化。

二、制度完善，形成约束力

学期伊始，我就根据全班实际情况，发动学生依照学校规章
制度制定辅助性的细则。如“六项生活常规评比”细
则、“学习帮教，一帮一”细则……执行规章制度时，我发
动大家来互相检查、监督。树立遵守纪律的典型，形成以遵
守纪律为荣，以违反纪律为耻的良好班风。

三、家教感染，形成吸引力

家庭教育既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校教育的延
伸和补充，能给学校教育以强有力的支持。德育工作的顺利
开展离不开家长的帮助，良好的家校联系在无形中给学生的
生活织出了一张无微不至的关怀之网，同时，也能有效地填
补对学生督促的盲区。为此，我常常以电话、面谈的形式和



学生的家长联系，以次来了解学生在家的学习情况，同时也
将学生的在校情况及时地反馈给家长，让家长对自己的子女
的在校表现有个及时的了解。密切的家校联系，充分调动了
家长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家长参与管理，也极大地感染了学
生，使他们倍受鼓舞。，从而促进了学生在学习上的快速进
步。

通过以上的具体措施，本学期我班的德育工作取得了不小的
收获。总结是成功之母，作为班主任一定认真总结本学期的
各项工作，找出不足，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不断优化
德育这项艰巨而具有长远意义的作用。

九年级下德育工作总结人教版篇五

德育过程作为一个动态系统来考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是教育者用社会所要求的品德规范影响受教育者，启发他们
自觉接受教育，形成教育者所期望的思想品德过程，笔者认
为，德育过程只有做到知、情、行的统一，才能收到预期的
德育效果。知、情、行是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相互转化的。一般地说，“知”的培养是基础;“行”的实现
是关键和标志;“情”起中介和“催化剂”的作用。因此，学
生思想品德的培养必须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
行、持之以恒”，促进四要素统一和谐地发展。

思想品德教育只考虑认识过程是远远不够的，通过班会或团
队活动向同学们正面宣传提倡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是
需要的，但抓住时机，创设自然融洽环境，努力激发学生自
身的“内应力”与道德情感则是另一回事。在校内、教室是
学生接受思想品德教育的主要场所。教师在这儿，有的通过
别开生面的班会活动，有的挖掘学科自身的教育因素，有的
则根据学生个性与心理特征，因势利导，达到各种教育预期
目的。但也应看到，由于对学生“主体需求是内化的原动
力”这一点认识不足，在如何把社会首先规范内化为学生自
己的品质方面研究得不够，我们的某些方面教育就显得脆弱



与生硬。学生在那种正面教育场合，有时很难放开自己，他
们经常只是首先意识的被动接受者，即使安排有学生在活动
中发言，所说的也常是此刻我应该说此什么，而非内心真实
所感，不能期望这种形成会达到很好的效果。其实，真能触
到学生灵魂的教育常常是不露痕迹。它不仅发生在操场上，
发生在课间十分钟，而且发生在事先无所准备的最自然的生
活与情境中。因此，进行情感教育，是德育工作者打开学生
心灵的启动器，是“知”与“行”的中介和“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