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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18期《新华文摘》刊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俞国良、曾盼盼文章提出，

从我国思想品德课程的教育活动方面看，其方式主要是专门的德育课堂上的直接讲授，其他学科课程的

渗透以及有组织的学校课外实践活动，如主题班会、共青团活动、学校或团队组织的参观和公益活动

等。我国思想品德课程中存在的问题：第一，目标上存在的问题，从我国思想品德课程所反映的一般性

目标上看，存在着滞后的问题。第二，教育内容在计划、安排中存在的问题，在教育内容上缺乏必要的

稳定性和科学性；我国思想品德课程虽然总是密切联系政治时事，但并未充分吸纳现代社会科学的最新

成果以及关于全人类发展的最新理念，很多国际上流行的、富有时代气息的教育内容选取方面相对滞

后；思想品德课程的教育内容对学生基础文明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不够重视；思想品德课程的教育内

容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思想品德课程内容的结构和设计注重学科、知识逻辑，却忽视了生活逻辑，利

于教师教，却不利于学生学，而且极易导致灌输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教材设定的内容与程序下被动地

学习，不能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第三，教育活动方式上存在的问题，在课堂讲授中不够重视对

学生的道德批判能力的培养，在课堂组织上单向的灌输过多，缺乏应有的讨论，即使发动讨论，也是为

了得出既定的道德结论，而不是求得道德认知、道德反省能力的提高；缺乏实践的机会。我国的学校德

育普遍无法给学生提供适当的实践机会，即使有所谓的“实践”活动，也是为了完成既定的任务，学生

没有选择的余地，其结果是导致道德实践活动走向形式主义，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第四，考核上存在

的问题，虽然近来的课程标准规定从识记、理解、应用三个方面依次提高的程度，去考核学生的学习效

果，但并未制定出考核的具体操作程序和方法，因而教师在实践中还是不知道如何操作，所以思想品德

课程依然是识记和理解水平级的考核，没有兼顾应用水平级，而从思想品德课程的特点上看，应用恰恰

是检测学习效果极其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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