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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在的教育工作中，德育教育的工作占了学校教育的很大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学校教育中的核心部分。在德育教育

的过程中，参与者身为这一活动的主体人员要在满足社会的德育要求的同时，还要满足学生个体德育教育的要求。通过主体人

员的自我探索，找到一条适合学生的，能促进学生自主、主动的参与和学习德育的道路。只有让学生自己能够自觉的去接受教育

和参与教育，这样才能让德育教育真正的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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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工作不仅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学校教
育的核心。学生思想品德形成过程是学生政治的、思想的和道

德的认识、情感和行为习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旧

质到新质的矛盾运动过程，是知、情、意、行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共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求受教育者作为参与

德育活动的主体，主动积极地认识、体验、实践，把社会和国家

的思想、政治、道德规范和要求内化为精神财富，形成一定的思

想品德结构。然而现在的学生对学校德育工作的满意程度一

般较低。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缺乏社会实践。学生不满

意只是在课堂通过教师讲解来获得德育教育，他们希望走出

课堂，走向社会这个大舞台，在实践中去体验去感受。二是不

喜欢在教师操纵下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学生喜欢自己搞活动，

喜欢开放式的，活泼的教育活动。他们不希望自己是一粒任人

移动的棋子，更愿意在活动中自己把握自己，从而得到教育。

１．传统的德育教育忽视了个体的发展需求和个体的作用
传统德育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忽视学生在德育中的作

用，忽视作为独立个体，有着巨大发展潜力和个别差异的、有智

慧的、有情感的人的存在，表现在德育的目标和内容的设置编

排上，在途径和方法的确定选择上，既不考虑学生身心发展的

特点和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也不关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教育的过程成了教师备课的中心任务，学生在课堂上扮演

着观众和听众的角色。在预先安排的固定目的、组织方式、活

动程度等具体要求下，学生被动地进行着一种程式化、履行公

事式的机械表演。这种反理性的教育方法造成了教育与现实

之间的悬殊差距。传统教育实践忽视了教育满足个人发展需

求的功能，一味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德育工作，口号

提得又高又响，但和教育对象的自身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在一

定程度上否定了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影响了教育对象参与

教育的主动性，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忽视学生的主体地

位，必然会忽视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和需求，以及忽视学生个

体差异和个性、潜质的不同。＂千篇一律＂地施以相同的教育，
必定无法收到应有的教育效果。

２．把学生作为主体的德育教育方式
２．１　将德育教育付诸于社会实践，开阔教育的道路。德

育应把以道德为基础的道德实践作为其终极目的，付诸于实

践。实践是德育活动的根本特性。德育育人的实践过程是内

含于生活之中的过程，不可能脱离生活，凌驾于生活之上。因

此，学生需要在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中获得新的感知、体验，从

而引导自己达到自我激励、自我完善的崇高境界。通过实践，

学生可以去认识人生，去追求生活的意义，进而去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源于此理，德育课应把学生引向社会，

引入生活，走近大自然，去和周围的世界积极对话，广泛交流和

沟通。

２．２　结合学生的个人特点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主体地
位主要体现在尊重其客观发展的规律和需求，特别是要把握

其身心发展规律和年龄特点。当学校的德育工作与学生的年

龄特点，个性差异和需求相对应时，就会对学生的思想品德的

形成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否则相反。建立学生主体参

与的德育方式就是要认真研究学生的生理特点、心理特点，尊

重其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发展需求。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

喜欢德育，乐于参加德育活动，才能使德育收到实效。

２．３　对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进行改观。安排德育内容应
从学生发展需求出发，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符合其发展规律。

如：通过＂三八节＂、＂母亲节＂、＂父亲节＂、２００８年的奥运会、四
川发生的大地震等一些重大的事件。抓住这些良好的时机，对

学生进行爱国、爱父母、爱长辈，善待身边的第一个人的感恩教

育和爱国教育。还可利用一些小事，将德育渗透其中。如：给

父母端上一杯热茶：不随地乱丢垃圾，随手捡起路旁的垃圾：对

旁边需要帮助的人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等。这些小事，学生易于

接受，也能轻松做到，能使学生在亲自参与中逐渐培养起他们

的美德。教育实效很大程度取决于实施教育的方式是否符合

教育对象的特征和要求。如果是，学生乐意接受教育，主动接

受教育，教育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教育难以深入

人心，无法唤起共鸣，效果自然不好。设计教育方式就要研究

教育对象的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与之相适

应的教育方式。如青少年时期是生理的成长期心理的形成期，

对客观世界有了一定认识，但很不全面。他们好奇、好动、充满

欲望。希望得到承认、把握自己。厌倦封闭式、死板的教育。

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就要采取适合他们的开放式的、活泼的

教育。

３．小结
对于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提高德育的教育都是一个

应该深思熟虑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德育教育就应该以学生

为主体，基于学生的基础上让教育满足社会德育的要求，同时

也能满足学生自己的德育要求。通过学生们的自我探索，找到

一条适合学生的，能促进学生自主、主动的参与和学习德育的

道路。只有让学生自己能够自觉的去接受教育和参与教育，这

样才能让德育教育真正的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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