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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对江苏省南京，常州，扬州三市的青少年当前的道德素质及表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分析研究，深入了解了青少年的思想状况及其成因。在调研中发现，虽然当前青少年的道德品质主流是

好的，但同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现状令人堪忧。通过本次调查发现，目前学校、家

庭和社会这三个领域都存在着许多制约青少年道德品质发展的因素。学校是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而我

们目前的学校德育出现“倒挂”的现象；当前很多父母在孩子面前没有榜样意识，父母不健康的言行无

形对未成年的孩子造成影响；因此我们提出在发展和谐社会的事态下，借助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大

潮，学校要将德育工作落到实处；提高家长素质，抓好家庭德育；净化社会大环境，以此来提高青少年

的思想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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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德育又是教育的首要任务。青少年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

者，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既是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又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 

本文对江苏省南京、常州、扬州三市的青少年当前的道德素质及表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

对三地的学生和老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召开了四次教师座谈会、六次学生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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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了青少年的思想状况及其成因。在调研中发现，虽然当前我省青少年的道德品质的主流是好

的，但同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现状令人堪忧。 

 

一、青少年道德现状 

 

现在青少年的价值观趋向功利化和务实化。我们的调查显示，当前有相当数量的青少年在人生价值

观上存在着向个人价值倾斜的倾向，78.9%的学生认为读书的目的是为将来求职，54.7%认为是为了求

知，只有26.2%的学生回答是为了服务社会；62.3%的学生坦言会把个人的发展和现实利益放在第一位，

仅有18.5%的学生认为应该把社会的需要放在首位；认为应把金钱作为人生最重要目标的只占6.4%，但是

却有22.2%的学生表示将来会选择高收入的职业，而不会选择公益性事业；45.8%学生认为集体活动会影

响自己的学习。调查中有66.9%的学生同意或不反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念。访谈中老师和家长

普遍认为当前的青少年 “自私，做事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主动去帮助别人的人很少”；“他们希望拥

有一切，但不懂得要为别人做出奉献和牺牲”；“要求别人爱自己，却不懂得奉献爱心于社会”。 

调查发现，青少年的道德认识水平与行为表现不协调。访谈中，几乎100%的学生表示愿意在公共汽

车上让座，但只有23.1%的学生认为自己在实际中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在遵守社会公德和遵纪守法方面，

89.7%的学生表示应遵守各种公约和法规，包括见绿灯亮时再过马路等等；但79.6%的老师和62%家长反

映，现在很多学生在实际中都做不到这一点。 

长期以来，从小学到高中，我们学校里的思想道德课一直不间断开设，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很罕见

的！但是我们的思想道德课程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呢？有关方面的调查显示，12.4%的学生认为思想道

德课是最喜欢的课之一，24.4%的学生将其列入最不喜欢的课之一。在认为其重要性上，12.3%的学生认

为十分必要，86.7%的学生持否定态度。可见，我们的思想道德课在学生的心目中是如此的地位。 

南京鼓楼区看守所今年对在押少年犯的一次调查显示，在押少年犯中，16—17岁的少年犯最多，而

且犯罪人数在逐年增加。在现押少年犯中，因抢劫罪入狱的占47%；其次是盗窃，占36%；寻衅滋事罪占

1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6.1%，初中60%，高中2.8%。50%的少年犯觉得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伤害到他人，

他们普遍认同现代社会的一些不良观念，并且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调查结果让人触目惊心！ 

 

二、原因分析 

 

《2004-2005年中国经济分析展望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物质至上的观念被不

断纳入青少年的价值体系，直接导致了青少年道德水准的滑坡。通过本次调查发现，目前学校、家庭和

社会这三个领域都存在着许多制约青少年道德品质发展的因素。 

（1）学校是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而我们目前的学校德育出现“倒挂”的现象：对小学生教“我们

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对中学生教“做社会主义的好公民”，对大学生教“遵守公共秩序”。脱离

青少年的年龄特征和接受水平以及现阶段的社会实际，造成学校的德育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冲突，道德

教育显得空洞无力。在访谈中，学生谈到“小学时老师跟我们说：要爱祖国、爱党……但那时我根本不



知道什么叫党，什么叫社会主义，对我们就是对牛弹琴”。 

当前的学校一提到德育工作，领导、教师就想到该如何书写模式化的德育材料，让学生听几场德育

报告、组织几次样板式的品德教育活动似乎就已经完成了使命。德育课程形同虚设，重智轻德问题一直

得不到解决。 

（2）当前很多父母在孩子面前没有榜样意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父母不健康的言行无形对未成年

的孩子造成影响。在本次调查访谈中，我们从青少年那里了解到，父母在孩子品德教育方面存在着很多

问题：“我爸爸说有钱人就是人上人，只要有钱就是好，有权优势，就有品德……”，“我有一次让座

给老人，结果下车后被妈妈责备”。 

很多家长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不注意品德的培养。不少父母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大于关心孩子

的道德品质和心理状态。现在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一些家长对子女过分溺爱，导致青少年的片面发展。

有学生反映：“现在的父母大多数就只会关心成绩，他的子女成绩很好，他就会纵容他的一些行为，即

使做错了他也不会觉得他的行为是错的” 。 

（3）社会影响与学校教育相悖，甚至出现“学生在校进一步，回到家退两步，到社会上退三步”的

现象。在青少年眼中，我们的社会大众是这样的：“不想做坏事，但也不想管坏的事，公共场合遇到小

偷不会有人举报捉贼的”。在这样一个社会氛围中，怎么能对我们的青少年产生良好的影响呢？ 

我国对大众传媒的立法不强，而青少年的模仿能力又很强，有的学生认为“通过媒体的传播，暴力

倾向看多了，就不知不觉之中模仿，觉得这样很酷”，“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可以打打杀杀，很刺激”。 

由此可见，学校、家庭、社会环境三者之间也存在着脱钩甚至矛盾现象，学校是理想教育，社会是

商品教育，家庭是实惠教育。这种冲突和矛盾，使青少年陷入困惑和迷惘，从而导致思想道德教育不能

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我们的建议与对策 

 

基于以上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对青少年品德现状的成因分析，我们建议： 

1．学校要将德育工作落到实处 

真实的思想道德建设必须有真实的基础。我们的青少年几乎每天都在接受着思想道德教育，可是效

果却不够理想，原因是我们平时强调得太过频繁，才导致他们思想上的麻木。对于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

设，我们的德育活动，与其多而杂，不如少且精！ 

根据当代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思想特点，不同年龄阶段，目标层次，内容要求应有区别，小学阶

段主要是养成教育。中学阶段主要是公民教育、品德教育。高中后及大学阶段则应是共产主义理想、人

生观、世界观的教育。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应当把青少年道德教育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从启

蒙教育开始，应多引入中国的古典书籍，如《三字经》、《道德经》、《菜根谭》、《论语》等。这些

古书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伦理的精神。如能将其中的精髓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讲解，将收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2．提高家长素质，抓好家庭德育 

成人是青少年的模仿对象，是他们的榜样。父母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给青少年的影响是巨大

的，所以思想教育要从家教抓起。然而在我们的调查中。62.8%父母承认自己不懂如何科学地教育孩子，

很难与孩子良好沟通。因此，父母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和行为习惯，注意提高自身素质，讲究

教育方法，以身作则，成为孩子学习的榜样。 

不少中小学都设立有家长学校，可实际上一学期难得有几次让家长来学习、交流，有的家长学校甚

至只是挂个虚名，更不用说教师与家长坐下来交流了！因此，我们建议相关教育部门充分发挥家长学校

的作用，编制家长手册，提高家长自身素质，并帮助家长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知识，以便更好地与孩子沟

通。 

3．净化社会大环境 

要下大力气治理社会环境，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坚决制止只顾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危害青少年

身心健康和品德的商业性行为。坚决查处传播色情、暴力、迷信等各种书籍以及电子光碟，切实加强对

网吧、录像厅、娱乐场所的管理，手段要强硬。多创作一些对青少年的品德发展有积极影响的文化节

目，对电影、电视，书籍等大众媒体可借鉴国外经验设定等级，严格限制对青少年的思想有污染的宣传

产品，特别是加强对互联网的技术监控，对违法犯罪分子要依法实行重罚，从而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

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要搞好社区教育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社区风气。社区也许不能开展对

青少年的直接的道德教育，但是可以开展间接的辅导宣传。例如，开办一些家长如何掌握与子女沟通技

巧的讲座，让家长有机会互相交流培养子女的心得体会，或者组织家长与子女坐在一起开联欢会，组织

文章设立专门网页等等。 

综上所述，青少年良好道德品质的培育和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

合，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当然，青少年的道德是经过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荀子曰:“积土成

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行，圣心备焉。”也就是说，青少年必须不

断地在生活中提高道德修养。通过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体共同配合，不良的道德倾向就会无隙可

钻，一定会给青少年德育带来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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