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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德育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随着社会的发

展与变革以及社会道德体系的变化，德育教育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应该适

应这种变化不断加以调整才能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德育教育在内容上要注重

从社会发展实际与学生实际出发，要分阶段、分层次，不能搞大一统，不能以一

种标准要求所有学生。德育教育在方法上要不断推陈出新，要注重学生的主体性。

要重视学生的体验，感受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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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人才的基本标准是德才兼

备，而德又是排在第一位的。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中，有人将这三

方面的不足或缺陷分别比喻为：智育发展不好相当于次品，健康出问题或体质不

好相当于废品，而品德不好则相当于危险品。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德育的重要

性，当一个人在智、体方面有着很高的素质而唯独在品质上存在严重的问题时，

他很可能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当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有严重缺陷时，他身上的

创造力将演化为强大的破坏力。这种情况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极力

避免的。因此教育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必须将德育教育

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

取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道德总体上向新的境界和高度攀登，社会道德风气

变化最深刻的是：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由“假”向“真”，由“虚”向

“实”，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由依赖顺从型向独立自主型，由“等、

靠、要”的习惯思想向竞争意识不断增强方面发展，一种逐步适合社会发展需要

的道德体系正在酝酿之中。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及人的主体素质的差

异，人们的价值取向又呈现出重新定位的动荡及多重化选择之间的混乱。社会的

发展与变革以及社会道德体系的变化也为德育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而德

育教育无论是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应该适应这种变化加以调整才能发挥其应有

的重要作用。  

  一、德育教育内容要结合社会发展和学生的实际  

  在最近的范跑跑和郭跳跳事件中，社会上存在很多争议，有人认为范跑跑坦

城，郭跳跳虚伪，范跑跑敢讲真话，郭跳跳道貌岸然；也有人认为范跑跑是不道

德没有责任心的人，郭跳跳是道德的守护者。除此之外从这一事件还引发出许许

多多的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观点，例如教师职业是否神圣，说与不说、说真话与

说假话的差别，怎样对待一个人的错误等等……抛开争辩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

的是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思想的多元化以及人们对道德评判的多元化。这种现象

告诉我们道德教育绝不可以简单化，机械化，不可以以一种固定的标准去要求所

有的人，评价所有的事。我们要教育学生以英雄为榜样，向英雄学习，但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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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英雄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位学生，更何况多数老师也不是英雄，也需要向英雄

学习。高尚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它是少数人的行为。教育中有一条规律是给学生提

出的要求应该让学生通过努力有能力实现，即“跳一跳能摘到果子”，这一规律

在德育教育中同样适用。如果我们在德育教育中不顾个体差异，不顾学生实际情

况，一味用高标准要求所有学生，当学生感到无法达到要求，感到道德标准高高

在上，只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大道理时，这样的教育就难以收到良好效果。因此德

育教育的内容要结合学生和社会生活的实际分层次，要多元化。目前中小学德育

教育已经有了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差别，从小学到高中道德教育从文明礼貌、

基本礼仪、到家庭道德、社会公德、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有着不同

层次的要求，改变了过去那种空泛的共产主义教育，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但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教育的具体内容仍然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以适应社会发

展的需要，要将多元化的社会需要渗透到德育教育的内容中去。  

    二、德育教育在方法上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德育教育的效果同样取决于科学的方法。在深入开展新课改，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师在

教学方法上力求通过创新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期望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积极主

动地获取知识。在道德教育中我们同样需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其间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

不是一种“我讲你听”、“我打你通”、“我说你服”的单向关系，而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要摒

弃硬灌式的说教方法，要使学生能主动深入到德育教育情境之中，通过学生亲身的体验、感

受、反思达到一种情感和道德上的升华。为此德育教育应善于运用以下一些方法：  
  1、展示或创设情境，让学生感受。汶川大地震；全国人民感同身受，大家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其间涌现出许许多多感人的事件。这一情境对所有的国人都是一种教育，大家发

现因为这次地震，对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改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人处在一

定的情境中，能够感同身受的时候，教育的效果是明显的。因此德育教育应该善于联系身边

的及生活中的情境，让学生能够亲身体验或者能够感同身受，这样有利于学生自觉自发地做

出正确的价值选择。  
  2、联系有争议的社会问题组织学生讨论。真理越辩越明，有争议的问题中存在许多不

同的声音，但也正是在不同观点交织，思维不断碰撞的过程中，人们对道德问题的认识会更

深入更全面，感受会更深刻，思想境界也会得到提升。今天，随着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

我们发现身边不断涌现许多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道德问题。中学生接收的信息很多，思维非常

活跃，他们也非常愿意参与问题的讨论，作为老师应该充分利用身边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并

展开讨论。  
  3、进行道德反思。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道德问题上，人们需要经常做一

些推己及人的反思。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理智地想一想自己是怎么做的或自己会怎么做或

者应该怎么做，经过这样的反思来提升人的道德境界。例如汶川地震中，美国的莎朗斯通所

说的因果报应的言论引起了国人的愤怒，这种没有人性的说法实在让人无法接受。但是反过

来想一想，一些国人在美国 9•11 事件中是否也存在幸灾乐祸的想法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思想中还存在狭隘的一面，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这样的反思对提

高道德觉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在德育教育中教师应该经常要求学生对一些有道德意义的问

题进行反思，使学生在反思中提高道德觉悟。  
  总之，德育教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作为教育工作者需要不断更新观念，摸索创新，使

德育教育在提升国人素质上发挥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