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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校德育课有效教学问题研究及对策

方 雄

 湖北 荆州 434020

【摘要】大多数中职学生毕业后会直接步入社会,因此他们所处的学习时期正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建

设的重要阶段,所以德育教学就成为了中职教学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早在多年以前就实

施了中职德育的全面普及,但是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中职的德育教学缺少一定的有效性,因此我们教学

工作者需要认真地反思过往,找到原因,并针对这项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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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教育是培养学生良好品德的重要教育途

经,随着我国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思想意识也

不断变化,逐渐从传统的文化意识转向了现代化的

文化意识,复杂多样的信息潮流涌向学生群体,因此

如何在信息化时代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从而对中

职学生进行有效的德育教学,成为了我国中职教育

工作者的重点研究方向。

1 目前中职德育存在的教学问题

1.1 过于注重形式,缺乏真正内容
我们较为熟知的德育通常是以课堂教学的方式

对学生起到影响作用,教师们往往在进行德育教育

时经常按照书本上的相关案例生搬硬套,极大程度

上影响了学生对于自我德育培养的重视程度。教师

按照书本生硬的讲法也一定程度上使学生似懂非

懂,无法完全领会德育学习的真正意义,并且缺乏关

于真正德育内容的实践教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建设[1]。教师应该在教学

方案设计中将知识点化繁为简,进行更加通俗的解

说,使学生能真正了解体会到德育的真正意义。在

教学中,教师也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随后让学生们

相互讨论,或者分组讨论,再由教师进行总结性发

言,从而真正意义上使德育渗透到学生的思维模

式中。

1.2 德育力量薄弱,不够重视
中职德育教学通常由学校为主导者,同时需要

社会及家庭进行辅助教学,但是在目前的教学状态

下,家庭及社会的德育教学力度显然较小。很多家

长由于工作原因或其它原因缺乏与学生的沟通教

育,甚至某些时候,家长还阻碍了学校对学生的德育

教学。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各种各样的信息不断冲

击着学生的心理世界,学生缺少社会经验,在处理一

些信息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很容易导致中职

生走向歪路,建立不正确的三观(即世界观、价值观、
人生观)。其次,在很多家长和学校眼里,成绩即是

一切,过分偏重于学生的学习情况,导致学校的德育

流于形式,缺乏内容实践,并且由于家长起不到积极

作用,致使中职德育教学平均质量严重下降,也使得

令人诟病的“素质低下”现象频繁出现。

1.3 社会不良现象的恶劣影响
随着我国社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不良

现象对于中职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学校教育无法

直击学生的内心,无法引起学生内心深处的共鸣,这
也是中职德育教学缺少有效性的原因之一。没有社

会经验的中职生,往往心智不成熟,缺乏辨别善恶真

假的能力,也缺少对于新鲜事物的抵抗力,很容易迷

失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这极大程度上的影响了学

校帮助学生建立三观的德育教学效率。学生在尚未

踏入社会的年纪就学会了虚与委蛇,敷衍家长和老

师,这不仅仅是学校和家长的教育问题,更是社会不

良现象的影响问题[2]。家长和老师应该在关注学生

学习之余,多多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交友问题。
最近几年常有中职生因与社会上的“成功人士”交
好,从而走向歪路,在学生时期就沾染上不良习惯。
这也提醒了广大群众,要增加对于学生德育的重视

程度,从而提高中职德育教学的平均质量,将德育真

正落实到每一个学生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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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职德育有效教学问题对策研究

2.1 建立趣味性实践德育课堂
我国德育课堂教学缺乏趣味性的实践教学,过

于依赖课本,使得学生不理解、不愿听,无法做到真

正理解教学内容,并且我国大部分中职学校的德育

目标也过于不切实际,缺乏真正的道德信念,这种流

于形式的德育教学培养出来的君子也是伪君子多于

真君子。真正意义上的德育需要让学生在内心深处

认同正确的道德理念,将中华传统美德,即仁义礼智

信等观念深深扎根在学生心底,为学生建立良好的

道德品质[3]。这就需要德育的课堂教学要贴近生

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践教学。真正的德育教学

内容并不局限于条条框框的知识点,而是在生活中

无处不在的一种自身修养。实践教学不仅要求贴近

学生的爱好,让学生乐学、爱学、想学,还需要与学生

生活息息相关,要求老师从自身做起,为学生树立一

个拥有高尚情操的榜样。在进行德育课堂教学趣味

性实践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教师还应该摒弃以往传

统的说服教育和强制灌输教育,重视学生为学习主

体这一根本要素,让学生进行自主体会学习,真正意

义上领会到德育的根本信念,从而使学生达到知行

合一的学习目的。例如,校方可以定期组织志愿者

活动,前往养老院了解老人们的生活,从而明白尊老

爱幼的重要意义,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们为老人表演、
服务,用心去感受老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此过

程中,教师必须以身作则,带领学生们完成各项志愿

者任务,最后让学生们根据过程中的感悟说说自己

的想法,最后再由教师向学生们讲述志愿者活动的

真正意义以及中华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2.2 制定具体的德育目标
我们需要制定具体的德育目标,而不是按照过

于空洞的教学目标进行教学。德育的教学关键是教

师的教育目标,应注意以学生为教育主体,设定有针

对性地德育目标,积极创新发展教学方法。在日常

生活中,教师更应该将自己作为学生的榜样,不断提

高自身修养,将德育的教学内容深化到学生的学习

生活中,让学生对于德育有更深一步的认同感。中

职学校的学生往往毕业就会踏入社会开始进行工

作,因此中职学校的德育教学目标应该以爱岗敬业

为基础,社会核心主义价值观为主体进行有针对性

的德育教学。教师应该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爱岗敬

业的精神,例如,在进行专业理论知识教学的过程

中,教师应该将爱岗敬业的思想渗透到教学中,为学

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其次,在进行实践操作教学

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学生进行分组,为每组学生设

置一个任务目标,以此来培养学生们的团队精神。
当今社会发展迅速,企业所需人才往往不仅仅是高

能力人才,更是高素质人才,其对中职毕业生的素质

需求在逐渐增大,因此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有意

识的加大对学生德育教学的力度,最大程度的提高

学生们的职业道德素养。

2.3 以身作则
  老师永远是学生学习的目标,如果想提高

中职学生德育教学的有效性,教师就应该首先确定

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以身作则为学生们树立良好

的榜样。中职学生往往大部分属于中考成绩不好,
或者性格较为叛逆才来到中职学校就读,这导致学

生们往往不服从管教,不愿听长篇大论的德育理论

教学,因此教师应该针对这类学生进行渗透教学,努
力提高自身职业道德素养,将德育教学渗透到学生

学习生活中,逐步培养学生们职业道德观念,从而提

高德育教学的有效性。

3 结束语
德育教学不仅仅是学校和老师的工作,更是家

长和社会的责任。德育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它
需要长时间潜移默化的培养,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

的三方努力,只有以学校为主导,家庭为辅导,社会

教育为地基的教育模式下,才可以真正意义上的提

高中职学生德育教学的有效性。德育的根本目的是

为了培养中职生们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因此还需

要家长和老师认真负责的对待学生的德育问题,共
同创新进步,为学生们的未来打下坚实可靠的职业

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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