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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社会形成了一个有机整合的教育社会生态系统，在这样
的教育社会生态中，我们生活在公开开放、规范有序的社会生态系
统中。作为生态人，通过意志教育激发受教育者自身的主观意志，能
动地展示生命的存在和活力，促使其充分开发、优化自身的优势与
潜能，不断地塑造和形成参与学习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本领和能力。

1　意志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1意志观念淡薄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意志观念淡薄，教师对意识教育了解较少

出现对意志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对意志教育理解出现偏差。首
先进行意志教育的方式较为单一，认为意志教育就是吃苦 ，承
认艰苦环境下的吃苦教育是进行意志教育的唯一途径，意志教育
还可以通过引导教育、思想教育、愉快教育等进行，通过思想
的意识的深化来加深教师对意识观念的进一步理解。另一方面，
对于学生的意志教育脱离实际，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不能将意
志教育立足于社会融于学生的实际生活之中，学校流于形式，
对于意志的培养留于喊口号，通过几句名言警句企图达到意志教
育的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更多的强调学生的成绩，只注重智力
教育忽视非智力教育。

1.2学生的意志品质匮乏
主动性、控制性、抗压性应是意志品质应该具备的必要条

件，而当下大的教育背景造成学生意志品质的匮乏，首先是学生
的主动性较差，学校的教育中学生的学习都是被教师、家长安排
好学习任务，被动学习的过程，这样的教育方式造成面对社会的
竞争缺乏竞争意识。有的学生对于生存发展还表现出一定的盲目
性，体现在缺乏明确目标，理想主义严重化；做事情缺乏周密思
考，不顾主客观条件；缺少对人生的规划，随波逐流、得过且过；
其二学生的自制力较差，自制力是拥有控制自己思想感情和举止
行为的能力。自我克制的能力，是意志坚强的一个重要标志。最
后是抗压能力较差，在进行相关活集体动时难免会产生困难和矛
盾，比如情感压力、交往压力、学习压力，有些学生可以进行自
我调节，客服困难，有些学生表现出情绪的消极，抗压能力较差。

1.3意志教育目标不明确
目标是进行一切事情的开端，任何没有目标的事情都是没有

意义的，同样在进行教育教学过程中，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目标，
同样意志教育也应该有自己明确的目标。意志教育是以培养学生
的生存能力、生存意志，使教育者能够规划自己的发展，满足自
身发展的需要成为自己的主人，更多的强调谋求人的生存和发展，
这也是当下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所忽视的。作为人，我们都生活
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关
系而单独存在。作为学生我们也是生活在学校的大环境中，因此
对于学生生存意志的裴培养不仅仅是只关注学校本身，关注教师
的生存意志方面，学生的意志教育强调社会责任，总之，学生个
人意志应放在学校集体和社会的大范围内去把握，而不能仅仅通
过学校教育进行施教。

2　意志教育问题的对策
2.1 强化意志教育理念，丰富意志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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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教师的意志教育理念，在意志教育过程中首先教师应明
确自己的职责，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更
多的应该关注学生的成长，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教育学生在
遇到困难挫折的过程中应该积极主动的克服。其次，努力钻研
业务，不断更新业务知识，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和研究能力，
积极参加教师之间的科研交流。坚守教育职责，自觉地、灵活
地控制自己的言行和情绪，沉着冷静、热情耐心地对待一切，
给学生树立一个自信、敢为、百折不挠的形象，相信每个学生
都能成功。意志教育教学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进行自我成长的过
程教师要关爱学生。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学生乐观的人生态度，
培养更多的快乐而健康的能从事各项工作的普通人次，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成就动机。成就动机是学生意志过程的动力来源。

2.2 加强意志磨练，增强学生的意志品质
在参与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表现出的缺乏主动性，自制

力以及抗压能力较弱。首先应该在思想理论上提高学生的思想意
识，开设相关理论课程进行学习，增强对意志教育的认同感。
提高学生的积极主动性，积极进行学习，进行自我反思，对自
己的行为进行反思修正从而更适合社会实践的发展，促进自身的
完善发展。意志教育着力培养人的自觉、坚定、果断和独立，
这些品质能使学生自我意识迅速发展，尝试以自己的努力和能力
获得别人的认同，这和内省心理层次的要求是吻合的。学习和生
活的状态，与我们学习和生活的状态，与我们的日常作息规律有
着紧密的联系。让一种学习方式成为我们的作息规律，减少对自
制力的消耗。坚持有规律地参加某项体育锻炼，增强自身的意志，
从多方面提高学生的意志品质。

2.3明确意志教育目标，明确主体意识
学生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不管是工作学习生活，首先要

确立明确的目标。意志教育的前提条件是有明确的目标，明确与
目标相关的学习内容和性质是及其重要的。进行目标选择应进行
全面的考虑，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相关理论的正确认识重要的
是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目标越符合自身实际情况，
学生的行动力就越充足，完成目标的意志力就越强。学生作为参
与社会生活的主体，应该对期望水平进行适时的调整，期望水平
平高，对学生是自主地参与社会生活，要不断地调节自我期望水
平。自我期望水平高的人，对学习和工作有极强的主动性、进取
性，最终也会取得理想的效果。学生作为参与和创造社会生活的
实践者，要不断形成习惯，减少对意志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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