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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存在于生活之中，品德教育要回归生活。儿童的现象生活对其品德形成和社会性的发展具有特殊的价
验会给人的一生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要让学生从自己的世界出发；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用自己的心
的方式研究社会。 

  一、研究背景与设计 

  思想品德课是我国基础教育小学阶段1—6年级的一门德育课程，从1981年开设，至今已经有20余年。其
义地指出：“思想品德课是比较系统地、直接地向小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的一门课程，是我
的一个标志，是实施小学德育的重要途径，对引导学生从小逐步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文明行为起着
第八轮国家课程改革，将小学的《思想品德》和《社会》二门课程进行了整合，形成了1—2年级开设
级开设的《品德与社会》。2002年4月《国家基础教育课程<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公布，
2002年9月进行区域性试点。思想品德课正在逐步退出小学的课程表。这一改变是基于以下的考虑：小
习的内容主要源自于儿童最基本的现实生活。这一时期儿童的心智发展并未进入到抽象或相对宏观的
围绕着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周边生活进行，为此，在小学低年级开设《品德与生活》课程；随着儿
到了中高年级，学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社会活动也不断丰富，所以需要一门能指
课，从而在《品德与生活》的基础上扩展深化而开发出了《品德与社会》课程。表面上看它们好像是
整体。课程标准的颁布是小学教育课程的一次重大变革。它不是两门课程内容的简单叠加，而是根据小
儿童的成长需要出发，构建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素质教育精神的课程，是以儿童的现实生活为课
进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和社会性发展，以培养现代社会主义合格公民为基本思想的一门综合课程。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我国义务教育小学阶段思想品德教学大纲和经过整合而成的《品德与生活》、《品德
比较研究，明示两者差异，加强对新课程性质和功能的更深层次的认识。本研究主要考察新旧大纲在
目标、内容取向、学习方式之间的差别，以期有助于广大的德育课老师对我国德育课程的研究和把握。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比较研究。本研究用以比较的材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的九年
品德教学大纲(以下简称教学大纲)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品德
社会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程标准)。 

  二、结果与分析 

  (一)总体结构比较 

  与以往的教学大纲相比较，课程标准在框架上表现出更全面的特点，反映的内容更加丰富，目标
加完整。 

  教学大纲没有前言部分，对课程性质、基本理念、设计思路没有具体的表述，其内容渗透于教学
之中。课程标准在前言之中，对课程性质、基本理念、设计思路有具体详细的表述。 

  教学大纲有教学目的，无目标说法。课程标准分为总目标，总目标之下又分别在情感与态度、行
程与方法、价值观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表述。 

  教学大纲在内容的安排上，有九大部分内容，然后再按年级分别安排教学要点。《品德与生活》
生，内容分四个生活方面。《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针对的是中高年级学生，内容分为六个方面。课
有可操作性的教学建议及方式。 

  教学大纲只有教学原则和实施建议，无评价标准。课程标准在实施建议中分为教学建议、评价建
用、课程管理建议、教材编写建议。 

  表1比较的总体框架 

 



  课程标准《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教学大纲 

  前言课程性质课程性质 
  基本理念基本理念 
  设计思路设计思路 

  课程目标 
  总目标总目标 
  情感与态度情感、态度、价值现 
  行为与习惯能力 
  知识与技能知识 
  过程与方法1 五爱精神的培养 
       2 社会公德的培养 
       3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内容标准健康安全地生活； 
  积极愉快地生活； 
  负责任、有爱心地生活； 
  动脑筋、有创意地生活我在成长、我与家庭、我与学校、我的家乡、我是中国人，走近世界(附教
主义，集体主义、文明礼貌 
  中年级：爱国主义、公共秩序、爱劳动 
  高年级：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公共秩序 

  实施建议 
  教学建议教学建议 
  评价建议评价建议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课程管理建议课程管理建议 
  教材编写建议教材编写建议教学原则及建议： 

  ①课时安排 
  ②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观点正确，说理明白 
  ③考核与评价 

  (二)二者差异的主要表现在 

  1 课程性质 

  教学大纲视德育课程为学科课程，课程标准视德育课程为综合课程。 

  表2新旧思品课课程性质的比较 

  教学大纲课程标准 
  知识性活动性 
  思想性生活性 
  封闭性开放性 

  教学大纲中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往往有成体系的德育内容、有鲜明的道德观点和成序列的具体的道德
进行五爱教育时，首先要求学生知道是哪五爱；在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教育中，要求学生懂得幸福生活靠
荣，懒惰可耻，要求学习劳动人民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体现其思想性。把人类在日常生活、社
验加以提炼，变成一种道德观点，成为一种道德概念，然后讲授和解释这些观点概念，且主要是在课
体现其封闭性，注重对文本知识的掌握，又体现了其知识性的特点。 

  课程标准注重学生的生活体验，较充分体现了生活性、开放性、活动性的特点。例如培养学生爱劳动
生活中去，体现其生活性，从具有料理自己生活的能到关心家庭、分担家务，教育的场所扩大到校外，再到尊重
果，让学生从自己的劳动中体会到快乐。对于学生道德的教育是一步一步层层推进，强调品德从实际

  2 课程理念 



 课程理念指明了课程的发展方向，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都是以它作为编写依据。教学大纲与课程

 表3新旧思品课课程理念的比较 

  教学大纲课程标准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 

 1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2 让学生通过正确的道德认识指导言行 
 3 加强针对性，坚持正面教育，讲求实效 
 1 道德存在于儿童的生活中 
 2 引导儿童热爱生活，学习做人是课程的核心 
 3 珍视童年生活的价值，尊重儿童的权利 
 4 在与儿童生活世界的联系中建构课程的意义 
 1 帮助学生参与社会，学习做人是课程的核心 
 2 儿童的生活是课程的基础 
 3 教育的基础性和有效性是课程的追求 

  通过以上对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行为主体的不同。教
是从教师的角度出发，基于这一理念，导致在具体的内容和要求中也多采用“使学生……”、“提高
生……”等陈述方式，造成儿童主体性缺失。课程标准的行为主体是学生，“引导”、“珍视”、“
确了教师“导”的作用和地位，体现了儿童的主体性。” 

  教学大纲强调的是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教师作为学生的榜样进行正面教育。注重学生对道德知识
调学生的感受，面向儿童的生活世界，联系儿童生活世界，用各种活动作为载体进行教学，注重生活

  3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是对特定教育活动和教育阶段的课程进行的价值和任务界定。 

  表4新旧思品课课程目标的比较 

  教学大纲课程标准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 

 1 五爱精神的培养 
 2 社会公德的培养 
 3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培养具有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乐于探究、热爱生活的儿童促进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和社
为学生认识社会、参与社会、适应社会，成为具有爱心、责任心、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个性品质的社会

  在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上，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教学大纲的目标是单向性的，即完成
完成“品德”的教学任务：五爱教育；养成基本的文明礼貌、遵守纪律等行为习惯；成为社会主义现
强调学生对道德观点的掌握。其价值目标体现学生掌握文本知识的方面。 

  课程标准的目标具有多维性，其中《品德与生活》将“品德优良”、“乐于探究”、“热爱生活
从四个层面：健康安全地生活；积极愉快地生活；负责任、有爱心地生活；动脑筋、有创意地生活来
德与社会》课程则“旨在促进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和社会性发展，为学生认识社会、参与社会、适应
心、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个性品质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奠定基础”。其价值目标具体体现住学生的行为
观、知识发展几个方面。 

  4 内容取向 

  教学大纲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标准强调生活教育，具有可操作性。 

  原来的教学大纲将内容分为九个范畴：1 热爱祖国的教育；2 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3 热爱
的教育：5 文明礼貌、遵纪守法教育；6 努力学习、热爱科学的教育：7 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教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启蒙教育。在上表我们将其分为三大类(见上表)。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教

准中，《品德与生活》分为四个方面，每个方面的内容各有侧重，又相互贯通，浑然一体，在健康、安全的前提下，



不但要充满乐趣与色彩，也要富有责任感和创造力。《品德与社会》在《品德与生活》内容的基础上，
生活的各个方面，六大部分的内容，其中更具体到几个主题：人与自然环境、个人与群体、社会生活的
地理知识、和平与发展的关系、信息与科技、认同多元文化。这里几乎涵盖了21世纪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一些
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建议。与教学大纲相比，课程标准中最主要的内容是： 

  表5 新旧思品课内容取向的比较 

  教学大纲课程标准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 

 1 政治思想教育 
 2 社会公德教育 
 3 个人品格教育健康安全地生活； 
  积极愉快地生活； 
  负责任、有爱心地生活； 
  动脑筋、有创意地生活我在成长、我与家庭、我与学校、我的家乡、我是中国人、走近世界(附教

  (1)公民教育成为《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在我国，最早担负起公民教育的课程是社会课。我国曾在1924年根据当时教育部公布的《学校系
增设《社会》课程。1929年，又把原来的高级小学的历史、地理、公民、卫生合并为《社会》课程。
断，出现了有的地方开设《社会》课程，有的地方开设历史、地理课程。我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
较早的地区，其他省市的《社会》课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设运作，90年代初才形成了由原国家教
纲》，标志着《社会》课程建国后首次在大陆开设。1985年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
知》，曾决定在初中开设公民课，并组织编写了公民教育教学大纲和教材。但由于种种原因，公民课课

  原教学大纲中没有明确提出公民教育的概念。那些属于公民教育范畴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国旗、
国家标志的认识，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等等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 

  在课程标准中也没有具体明确公民教育的概念，它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①法制教育层面。法律对社会道德起着维持和保障的作用。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法律知
修课内容。表现在课程标准中，主要是让学生了解《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
关的法律法规，学习运用法律法规保护自己，从中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权力，知道别人的权利，形成守法的意

  ②日常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层面，主要表现在群体活动中，通过班级民主参与管理的现实，培
加社区的公益活动；作为公民应具有的对社会的关心，对国土、国家历史、民族和文化的了解等等。

  ⑧提高个人素质层面，注重学生的个性教育，全面发展，身心健康，试想一个身心都不健全的人
一个合格的公民应当能够应付多变的社会，并做出理智的自我决定，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并积
本的个人素质外，课程标准中还特别提到了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对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创造持尊重和欣
全球化的今天，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公民必备的。 

  (2)关注自然 

  品德是人类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时所体现出来的道德规范。而个体同外部的关系包括
活的社会的关系：二是个体与自然的关系。既然小学品德教育是对儿童进行处理其与外部世界关系时
么就应该两方面的内容都具备。教学大纲则较少提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提到了“保持环境卫生，爱护
自然。 

  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了对自然的认识：“亲近自然，喜欢在大自然中活动，感受自然的美”、“
态意识”、“了解曾经发生在我国的重大自然灾害，认识大自然有不可抗拒的一面”、“了解家乡生
“初步了解环境恶化、人口急剧增长、资源匮乏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和
类只有一个地球”……把自然放到儿童身边，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对人类的影响，推行户外活
爱自然，内容较为丰富。 

  5 学习方式 



  教学大纲强调知识技能的传授，课程标准强调在综合活动中学习。 

  原来的教学大纲的教学方式，一般多采用的是讲解法，即老师讲授，学生听受，是一种单向的灌
确，说理明白，坚持正面教育使学生信服。教师是讲师，学生学习方式较为单一，一般为课堂学习，不太重
个性体验和感受。具有典型的计划性课堂特点。其直接结果是老师成为课堂的主宰，学生则处于较被

 

  表6新旧思品课学习方式的比较 

  教学大纲课程标准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 

 1 讲解法 
 2 坚持正面教育 
 3 以情感人情理交融 
 4 坚持启发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5 注意与其他学科教学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