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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学生是中国梦强有力的践行者和追梦人，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和振兴中华的使命。德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部

分，其效果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家庭的幸福和谐以及社会的前途命运。新时期教育工作者必须革新教育理念，创新教育

手段，以全新的战略眼光做好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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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对教育事业的不断重视，中学生的德育教育渐
渐成为讨论的重点。本文主要就新时期中学生德育教育进行

分析，并结合本人的工作经验进行研究，提出几个德育教育须

注意的问题并分享了一些好的做法，增强中学生德育教育的

质量和水平，从而有效的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１．对德育教育的几点理解
现阶段中学生获得消息的渠道越来越多，许多新思想、新

问题不断出现，学校德育的正面教育已经抵挡不住社会的负

面影响。时代要求学校教育出适应社会的发展又具有文化品

德修养的全面素质人才。这就为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新时期如何加强和改进中学的德育工作？德育即思想品德教

育或政治思想教育，它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

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影响，把

一定的思想准则和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

质的教育［１］。

教育工作者很看重１２－１５岁这个年龄段，我们认为这个
时期的学生性格具备很强的可塑性，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强。

可以说初中的德育教育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学业发展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初中阶段除了让学生充分地吸收知

识之外，还要加强学生的思想建设，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把

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全方面的复合型人才。初中阶段是学生人

生观、价值观以及品行素养形成的关键时期，是学生知识和思

想品德提高的关键阶段。这个时期他们往往对德育教育没有

过多的主见，更多的认识是来自社会环境信息的反馈。所以说

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意识形态显得尤为重要。

长期以来，社会趋向认为德育工作是＂虚功＂，可有可无，
特别是在应试教育的大形势下，致使德育工作投入少产出更

少。有效的德育教育有助于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让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因此，在当前教育中必须十分

重视德育教育，从而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２］。

２．现阶段初中生德育教育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随着我国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德育教育工作已经取得

了一定进展，初中生的思想素质有了大幅度的进步。初中生对

事物树立了正确的是非观，并且对世界、人生、社会也形成了正

确的价值观。德育教育作为一个系统的工程，也需要学校、家

庭、社会及学生的密切配合，每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我认为德

育工作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２．１　教师要做好：＂＝＂。教育工作者的自身形象，是每
一名班级成员的楷模。乌申斯基说过：＇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
学生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学生对

教师有着一种特殊的信任和依赖情感，接受和承认教师的权

威。＂因此在工作中，我时刻注重言传身教和为人师表，以达到
用内在去感化内在的境界。据我工作两年观察下来，老师的言

行举止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起到了潜移默化，＂润物细
无声＂的作用。
２．２　家庭要做好＂＞＂。家庭要积极参与到对学生的德

育教育中来。学生在校时间更多的是接受知识教育，素质教育

大多靠点滴的积累和培养。而且素质教育没有办法用成绩来

衡量，也不能记录进入档案，即使记录进来也不准确。＂育人＂
不是养育人，而是教育人。现代独生子女教育意味着１００％的
成功或失败。父母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全方面人才，首先要改

变自己陈旧的教育观念，与时俱进，学习现代的教育理念和科

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自己的教育素质和对孩子的教育能

力。对孩子因材施教，重视父母的榜样作用，营造和谐的家庭

氛围，按照孩子的接受程度，给孩子提出合理的目标和要求。

家庭是人的第一所学校，是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的最主要场

所。父母的家庭教育对孩子在德、智、体各方面的发展与形成，

都是至关重要的。不断发展的社会要求我们为人父母者要认

真思考这一问题，从根本上彻底认识到家庭教育对子女健康

成长中潜移默化的重要性［３］。

２．３　社会要做好＂＜＂。社会要树立一个良好的导向，及
时制止不良风气，减少负面消息对德育教育的影响。古人

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正是揭示了环境对于一个人成
长受教的重要影响［４］。
２．４　自身要做好＂≠＂。初中生要善于做好自我否定。

目前中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成长历程中少有艰辛生活的体

验和锻炼，要求独立、被尊重和信任的愿望突出，对传统教育有

戒心甚至对立反抗情绪，逆反心理较强；对正面宣传作反向思

考，对先进人物无端否定，对不良倾向产生认同，对管理、校纪

校规消极抵制，总要有意无意地做一些对抗行为，以示他们的

独立性或成熟感。实际上这些都是学生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只有让他们认清自我、否定自身才能做到自我管

理和自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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