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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思想道德的建设应该从小开始，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任到

而重远的工作，需要社会上不同的职能部门参与进来，不单单
是某一个老师的责任。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是党
在新教育形式下部署的重要战略任务。我们中国需要的不单单
是各种“学霸”，更需要的是全面发展，有健全人格的高素
质复合型人才或某领域的专业型人才。 “拜金主义”，“享
乐主义”，“校园霸凌”等毒瘤思想和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给
青少年学生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近年来我国青
少年犯罪率日益攀升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职能部门应各司其职，共同开展相
应的活动，对于青少年的日常行为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规
范，加强其心理健康教育，思想品德教育，价值观、世界观
以及人生观的教育还有爱国主义教育，让青少年真正成为合格
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2 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1 心理问题凸显，独立能力欠缺。现在的未成年人，绝

大多数都是“00”后，独生子女较多，从小就受到全方位的照顾
与呵护，很容易形成不良品格和习惯。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对家
长依赖性比较强，与人相处能力不强，抗压能力较弱。在困难和
问题面前总是宽容自己苛责别人，独立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依然
欠缺。

2.2 法律意识淡薄，违法行为突出。就全国而言，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以每年20％左右的幅度急剧上升，且呈现出犯罪手段
暴力化、人员团伙化、年龄偏低化的趋势。就我区而言，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也时有发生。从区域范围来看，校园暴力事件在个别
学校有增多的趋势，其中有中小学生因为一点摩擦就动刀动棒的
情况，为了满足消费欲望而偷盗等。这是青少年教育工作中的一
个突出问题。

2.3 学校对道德教育不够重视。①德育内容上人文教育的缺
失。德育长期过度理想化的目标使得德育内容相对片面，从人文
教育缺失上就能得以体现。在小学教育当中，德育主要内容涉及
到人格以及理想道德，其中人格有“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等，
然而对人文精神的培养有所忽视，慈爱之心、人的尊严、自由与
责任等都是人文精神中非常重要的内容。②德育方式存在弊病。
首先，德育活动对学生主体缺少尊重。根据当前德育体系可以了
解到，很多德育活动中通常都是在社会、家长以及教师的极力

“要求”下“组织”或者是“发起”的，这种活动基本上都是学
生被动“参加”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学生的属性已经从“主
动参与者”被“组织”了“旁观者”、“客体”。

2.4 家庭教育生硬单一
2.4.1 家长自身道德观念有待加强。要知道孩子的一言一

行很多都是受到家长影响而形成的，有些家长自身思想道德修
养不够，出现不适宜的行为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孩子都会看在
眼里并记下家长的言行举止，久而久之家长的这些不当的言行
举止就会潜移默化的在孩子身上出现，对孩子思想道德教育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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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不好的影响。
2. 4 . 2 家庭教育方法不当。首先，对孩子的宠爱没有原

则。当今社会独生子女还是很多的，家长对其十分溺爱，这种没
有原则的宠爱对未成年人不良人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其次，
放养式教育。其实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家庭教育方式还是有的，家
长对孩子的教育漠不关心，导致孩子不良品德的形成。

3 加强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建议
3.1 强化社会教育
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社会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它是确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一个关键环节。在经济
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况下，社会教育社区化显然已经是大势所
趋，而社区和学校以及家庭都有联系，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
育有着场地和环境优势，所以应将其所起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3.2 全面开展道德教育
3.2.1 坚持以德育为育人基础。素质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国

家非常重视的，素质教育中思想品德是最根本的内容，所以学校
也要对思想道德教育予以高度重视，对于党及国家的相关教育方
针必须严格执行，将德育始终放在第一位，对于教育教学工作中
的问题也要适当处理好。

3.2.2加强德育师资队伍建设。对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的加强，学校校长应作为主导人，进行德育团体的组建，其中的
成员涉及到辅导员、教师、团委书记以及教导主任等。作为校长
其职责最重，他不仅起到了导向作用，而且还起到了组织参与的
作用，作为教师就应该对道德建设的目的有明确的认知，在日常
工作中将素质教育渗透进去。不仅如此，师资队伍的建设是非常
有必要的，对于班主任这一角色应该通过优秀教师的选拔来决定，
通过教师培训体系的构建，促进师资队伍功能能力的不断提升。

3.3 重视家庭教育，讲究教育方法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家庭就是其人生的第一课堂，而担任其

老师的就是家长。从成长阶段来看，家庭教育在未成年阶段和社
会教育相比启蒙性更强也更直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的
教育方式、行为方式、品德修养以及知识素养等的影响是潜移默
化的，也是最直接和持久的。因此，作为家长更应加强对孩子的
思想道德教育。

4 结论
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质好坏与否

对国民素质整体提高、民族兴衰以及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
败都有莫大联系。对于学校而言，其有职责对小学生进行思想道
德教育，打好思想基础，从而培养出更优秀的建设者，当然教师
也要起到相应的辅佐作用。有了全社会的通力合作，学校的德育
教育一定会让学生有更好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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