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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期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面临的主要困境
1.1思想道德教育专业性教师相对匮乏
研究发现，目前大部分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教师均相对匮

乏，多数都是从其他专业教师群体当中抽调出来担任思想道德教
育教学工作，这也导致了思想道德教育的专业性存在考量的问
题；由于这些思想道德教育教师并非本专业，缺乏相应的专业
性知识，不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体系，导
致了部分教师很难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完整的价值理念与道德标
准，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思想道德观念，激发学生树立实现自
身人生价值的道德标准。

1.2思想道德教育方式缺乏时代创新性
研究发现，伴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

与道德观念正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但是我们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
模式却仍然沿用多年前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模式，缺乏时代创新
性；大部分教师们依然还是一厢情愿的在讲台上进行灌输式的思
想道德教育，少数教师硬生生的把一堂思想道德教育课完完全全
的上成了纯理论课，教师与学生没有任何情感色彩上的互动与交
流，学生听起来更是枯燥无味，没有真正意义上考虑到学生内心
真正的思想道德需求，教师很难激活课堂活力；如果我们的教师
都不了解学生到底在想些什么？需求是什么？如何开展思想道德
教育教学工作，其德育效果更是无从谈起。

2  亚当·斯密同情思想对新时期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
育的重要启示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当中关于美德思想的研究成
果，是近百年来对人类思想道德的一次颠覆性的思想变革，即使
多年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术研究取得了
众多突破性的成果，但是我们当前仍然生活在商业社会这样一个
大背景之下的这一根本性质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资本的
力量依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机制当中不断的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实
现快速发展与变革；研究发现亚当·斯密美德思想研究当中，关
于同情思想的研究成果对解决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所面
临的困境具有众多借鉴之处。

2.1强化师生情感互动，缩短师生同情心之间的距离
在亚当·斯密的同情思想理论当中，强调高校思想道德教育

的关键在于增强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情感互动，这是提高教育
效果的基础，同时也是结合了我们人性的情感基础。同情是我们
每一个人都有的，是普遍存在的一种人类情感，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当中，我们更愿意看到别人与我们的感觉是一致的，正如斯密
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不管同情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它是怎么样产
生的，再没有比满怀激情的看到别人的同情感使我们感到高兴，
也没有比别人相反的表情更使我们感到震惊”。

大学生，作为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客体，其情感具有十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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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主动性以及可塑性。但由于多年来大部分高校的思想道德教
育采取的几乎都是传统的理论灌输模式，只是将学生作为思想道
德教育的无感官性的接收对象，忽视了学生自身情感的主观能动
性以及学生对道德教育的真实情感体验，教师教授的思想道德理
念与学生现有的思想道德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这导致的结
果必然是学生对教师教授的主要内容提不上兴趣，更不会积极主
动的配合教师的课堂教育教学活动。

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学生的在理论层面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但是这仅仅只是停留在理念层面，当在现实生活当
中遇到实际问题时，往往做出的选择却是与道德理念恰好相反的
行为，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知和行之间缺乏情感这一动
态媒介。众所周知，知、情、意分别为人类意识的三大组成部分，
其在人类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
色。人类的情感作为人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内心体验，是将我们的
认知转化为意识以及行为不可或缺的情感桥梁，能很好的促使我
们树立坚定的人格理念，最终使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积极
主动的践行某一社会阶段的主流价值观念与道德标准。因此思想
道德教育教师在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应积极主动缩短教师与学生
的同情心之间的距离，增强两者之间的情感交流。

2.2强化教师道德教育意识，激发学生同情心的养成
在亚当·斯密的同情思想理论当中，强调“教育者的资格与

教育成效决不在其关于道德的知识有多少，而在于支撑其道德观
念的挚爱真情。”研究发现，当前高校思想道德教育教师在德育教
育过程当中，容易忽视教师自身的学识教养以及行为举止都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德育教育的成效与否。目前大部分教师除了课
堂教育教学任务外，大多数都在疲于奔波评职称、论文发表等非
教学事项当中，造成的结果便是没有大量精力进行具有创新性的
优质课堂德育教育教学工作，更不能很好的切实了解到学生内心
真实的思想与情感，其教育效果也因此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因此，
我们应大力提倡思想道德教育的教师切实走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当
中，怀着一颗仁慈之心通过自身的人格、学识以及道德魅力不断
的创新教育教学方法，用真情实感不断感染学生，这样不仅能够
增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认同，而且还能进一步缩短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情感距离，使学生仰慕教师，尊敬教师，不断激发学生
同情心的日常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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