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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我党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领域
在新时期对教育事业本质的把握，加强青少年道德建设，可以促进
青少年健康成长。同时，立德树人是青少年成才的根本，只有重视
立德教育，让学生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才会使其具有学习的动
力，努力奋进，并且也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指明了发展与改革方向。

1  青少年德育教育缺失的原因
1.1社会主流价值观流失
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人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在社会

上并行不悖，如今的社会价值多元化，存在着道德沦丧的社会
性问题，因此中国特色的主流价值严重流失，甚至在有些地区
的课本中将古诗词等内容逐渐删减，将“中国化”去掉。在
传统文化中虽然也有糟粕，但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价值观需要取
其精华来从教。此外，网络文化的多元性，深深影响了学生的
生活行为及其生活方式，对于青少年道德成长而言，会产生不
同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种多元性、开放性等特点与学生的道
德观念发生冲击，削弱学生的责任感与诚信意识等。

1.2学校德育教育被割裂
德育教育是需要长期提高的过程，而学校又是青少年接受德

育教育的主要阵地。但并不是所有接受德育教育的人都一定具有
良好的德行，无法保证每一个受教育者都遵循道德规范。学校
的德育教育会存在着不能发挥积极影响的可能，由此导致德育教
育会被迫形成人为割裂。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虽然德育教育
自成了一门学科，但是在此教学过程中也存在德育教育学科在一
学期就将其学完的情况。这种学科化的道德教育还在实践教学中
采用了其他学科的教学方式，导致道德教育扭曲。

1.3家庭德育对家长期望高
家庭是青少年健康成长、个性与人格发展的重要场地。学

生的道德素养根源不完全是在于社会与学校教育，而在于家庭教
育。现代的社会生活环境不断发展，家长的道德观念也发生变
化，家庭教育所带来的问题成为了青少年道德发展的消极因素。
比如，一些家长抱着功利心态对学生的标准定位产生偏差，忽略
学生的意志力、情感等与个人素养相关的问题，缺少家庭成员间
的情感沟通与交流；还有一些家长对社会有不满情绪，教育子女
明哲保身，从而使青少年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缺乏责任感
等，因此家庭德育教育实践无法达到预期效果[1]。

1.4青少年个性显著
青少年时期，是学生发展过程的关键时期，学生在心智、德

行与技能上通过学习与训练得以发展。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学生
都在逐渐稳定成熟，三观也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主要特点就是：
思想敏锐，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和判断意识，但是是非分辨能力薄
弱；有正义感，做事有激情，但倾向于理想主义；追求自由民主，
叛逆表现突出；还有一部分学生沉迷网络、欺凌同学，心理扭曲。
由此可见，在德育工作中加强强少年的德育教育是最重要的时期。

2  “立德树人”理念为先导加强德育教育的途径
2.1弘扬传统文化精髓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即使在古代的门派各异，但

重视道德是不谋而合的。比如，儒家思想中的德育思想，是古代
德育的根源，影响了后人以此为中国德育思想的发展方向。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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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在传统思想文化中，德育思想影响意义深远，其中很多文化
精髓已经成为我国的传统美德，比如社会交往的准绳——“诚
信”，行为规范——“礼仪”，家庭伦理——“孝敬”，立家
之本——“节约”，爱人之心——“仁爱”等，都已成为了中
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至今依
然深刻影响着我国的传统道德教育，对现代的青少年德育工作顺利
开展有巨大的积极借鉴作用。

2.2加强学校德育建设
学校教育的影响对青少年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是其他因素无法取

代的。国家与社会为道德只为道德教育提供了外部环境，而实施道德教
育主要还是要依靠学校。学校不能讲道德教育课程变为知识课程，而应
该将道德项转化为个人信念，将道理转化为行动，关注学生的情感、价
值观，让学生以亲身体验的方式来感受德育，学生只有真正理解和有所
感悟，才能将道德变为信仰，尊重道德本义。因此，道德的本质是实践，
在青少年受教育的过程中，才会真正被其权威力量所影响。

2.3营造家庭德育氛围
家庭教育贯穿于青少年的德育教育过程中，虽然家庭德育没

有固定的目标及内容，但却对青少年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家庭
教育是影响个体声明的重要组部分，对于修养程度较低的家长来
说，其子女的品德也一般。父母是青少年学习的榜样，父母树立
良好的道德形象，青少年耳濡目染也会受到一定熏陶，其德育观
念也不会太差。因此，家庭教育应该摒弃那些专注学生智力发展
的单项选择，个性是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因而应该在关
注学生智力开发的同时，重视培养青少年的道德品质，发挥家庭
德育的积极影响，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实现德育目标。

2.4培育青少年个人信念
任何生命都有散发不同的光芒，正视青少年个性发展是德育

教育的基石，应该正确引导青少年“立德”先行，注重青少年正
确的三观培育。将学生思想中模糊的认知变得清晰明了，以平等
的姿态进行耐心教导；通过与学生沟通交流与讨论来了解学生内
心的想法，为学生答疑解惑，纠正学生的错误观念；引导学生树
立适应当今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让学生加
深理解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真正认识社会，从而帮助青少年树立
起个人道德信念，培养青少年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2]。

结束语：综上所述，虽然道德教育的内化过程相对复杂，
但是学生品德的统一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从社会、学校、家庭、
青少年自身，都应该树立道德权威，表明道德的本质意义。在青少
年德育培育过程中，要顺应时代要求，遵循“立德”思想，在此基
础上，对青少年“立人”价值进行选择，让学生通过自身的情感体
验深化对德育的理解与认知，从而指引青少年道德教育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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