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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工程大学、理工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等军队院校思想道德修养

课程的任课教员，加强教学、科研交流合作，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在军事伦理德育教学科研协作方

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横向合作，协力攻关。各院校任课教员积极开展横向协作，围绕“军队院校军事伦理德育教学

创新实验与研究”课题，结合教学实践开展教学理论研究，在核心期刊发表了“三个代表：道德建设的

时代指南”、“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铸牢军魂”、“发挥军队政治工作学科优势，努力创新军校思

想政治教育”、“思想品德评估量化的可行性及其意义”、“幸福之德育与德育之幸福”、“论以人为

本的军校思想道德教育”、“论现代大众传媒的八大德育功能”、“现代化教学手段在政治理论课教学

中的效果分析”“中国军事伦理学研究综述”等十余篇教学研究论文，进一步明确了教学指导思想和教

学改革思路，加快了课程建设理论创新的步伐。 

二、广泛交流，共同研讨。参加协作的任课教员，充分利用参加大型学术会议的时机，如参加首届

中国哲学大会、第11届中韩伦理学研讨会、中国伦理学会第12届学术研讨会，首届国际道德哲学学术

研讨会等，一方面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伦理学和德育教学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学术前

沿的热点、重点和难点，另一方面相互交流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教学的经验和体会，共同切磋，开阔了视

野，促进了学术研究、教学研究水平的提高。 

三、达成共识，促进教学。参加协作的任课教员在研讨和交流中达成明确共识，坚持以军魂为主

导，以军校青年学员健康成长的客观需要为中心，不断完善综合的（即包括众多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知

识）、动态的（即能随着社会发展经常得到充实和更新）、应用的（即能够切实有效地指导青年学员的

思想和行为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既帮助军校青年学员解决“知”的问题，又切实关心青年学员的利

益、需要及“行”的问题，促进学员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主动塑造健康美好的人格。课题组成

员积极参与并共同完成了总政宣传部组织编写《军人思想道德修养》基本教材的有关任务。 

四、深化教改，合力创新。各院校任课教员在课程教学中不断创新，不仅以伦理学的系统知识教育

青年学员，而且重视思想道德修养方法论的教育，使学员懂得思想道德修养的科学方法，指导自身的人

格塑造和道德修养。国防科技大学《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青年学员理想信念》获军队教学成果

一等奖，信息工程大学坚持开展《军人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专题化教学，深化、细化、活化了教学内

容，获军队教学成果二等奖；海军工程大学围绕主课堂开设军事伦理、伦理论坛、人生哲理等系列讲座

课程，坚持把军队革命传统教育与军人思想道德修养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每年组织新学员到红安老区，

悼念革命先烈，走红军长征路，与老区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等，使军魂观念、军队优良传统在广大

青年学员心中打下终身难忘的烙印；空军工程大学在实施‘用党的创新理论治校育人’工程中，把“为

人民服务”作为学员立身做人的基本准则，充分利用现代大众传媒加强学员思想道德教育，在军人道德

修养和法学概论课教学中坚持‘知行统一’教学原则，采用‘课堂理论灌输、课外实践深化、业余生活

引导’等方法，努力探索思想道德教育与经常性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新途径，突出对学员进行世界观、人



生观、道德观、军人观“四观”教育，并强化了贴近学员生活的婚恋观、消费观、成才观等教学内容，

为学员奠定了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收到了明显效果。 

五、促进养成，幅射渗透。各院校任课教员重视课程教学与日常养成有机结合，充分利用校史馆、

荣誉室等传统教育设施，经常组织学员学习我军的光荣历史，积极组织演讲、辨论、评议等活动，激励

青年学员奋发向上，促进学员实践《军人道德规范》细则，提高文明素养，坚持从小处入手，狠抓点滴

养成，促使学员始终牢记军队的传统荣誉、牢记军人的光荣职责和历史使命，培养和保持“团结、紧

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作风，将思想道德教育内容转化为良好的军人素质。理工大学、海军工程大学

授课教员重视将心理学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紧密结合，在教学中坚持对学员长期开展心理咨询、辅导，

受到学员普遍欢迎。国防科技大学授课教员对全校学员的心理状态进行深入调查，把青年学员在理想志

向、献身国防、成长成才、人际交往等方面普遍存在的思想困惑和心理现象进行归纳分类，分析研究，

理出了把理论灌输与心理认知引导相结合的教学思路和对策，创办“心之桥”心理咨询室、“心之桥”

网站，开通“知心姐姐”心理热线，开辟了军事心理、学习训练心理、人际交往心理、婚恋心理、心理

书屋、心理测量、心理聊天室等专栏，适时掌握学员的思想心理动态，获得了客观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有效地加强了教学的针对性。 

六、网络融通，共享资源。各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任课教员充分运用军地网络，密切沟通，互联互

动，并充分运用网络和计算机技术，提高思想道德教育的科技含量和效率，提高时效性，扩大覆盖面，

增强吸引力。理工大学制作的《军人道德规范教育系统》获全国多媒体教学软件一等奖，全程教学实现

多媒体化、网络化；信息工程大学制作完成了《军人思想道德网络课程》系统，海军工程大学建立了

《军人思想道德》、《心灵港湾》等互动教学网站，较好地发挥了网络媒体的育人功能。 

军事伦理德育的教学协作提高了教学质量，增强了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各

院校学员反映：军校几年学习生活中“思想道德课印象最深”、“明辨了是非、陶治了情操、纯净了灵

魂、升华了人格”，《军人思想道德修养》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通过教学协作、交流，各院校相

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受益，教员的教学、科研水平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教育与各项政治工作相配

套，取得了促进人才全面发展的明显成效，学员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社会责任感明显提高，自觉践行

军人道德规范，模范践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健康向上，茁壮成长。 

新世纪新阶段，军队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在全国高校新一轮课程改革过程中，各院校任课教员

正在进一步深化教学研究与科研协作，按照“军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新的教学要求，依据

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理论主线，构建立体合成的教学内容体系，不断创新育人方式，努力把

军校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教学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2006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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