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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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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扬中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扬中 212200）

摘要：坚持“以学生为本”是中职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指导思想。以学生为本，就是要把学生的发展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出发点和归宿。

具体而言，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原则，首先要了解学生，尊重学生，关心学生。在中职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学生不再处于一种被动

的地位，而是与教师拥有同样的人格地位，师生是平等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但不可回

避的是当前中职学校的德育课程设计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校本课程的开发。这种开发可以是对已有的国家课程的

筛选、改编，也可以开发全新的德育校本课程。这种开发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要一代

人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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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德育校本课程更有针对性、实效性，彰显个性特色，

必须坚持以下如个原则：

一、重视教师的主体性

中职德育校本课程开发有多个主体，如教师，学生及校内外的

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专家等。但总的来说，应该以学校教师为主，结

合其他主体共同合作开发德育校本课程。学校中广泛存在着“隐性

课程”。如校园建筑、文化设施、文化生活、校园美化和教风、学

风、班级氛围等，任何学生的成长，都是在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交

互影响中进行的，而教师永远是教学活动的主导者。因此，校本课

程开发的各种决定都主要依靠教师的专业能力，由教师提供意见或

者实际由教师具体操作。众所周知，教学是师生的一种双边活动，

不管其形式如何，在任何制度下，教师主动性乃至主导作用都是不

可或缺的。也就是说，教师总是有意无意地选择着教学内容，自觉

不自觉地拓展或缩减着教材。无论是国家课程还是地方课程，教师

都不可能完全“照本宣科”。事实上，要想教好一门课，教师需要

根据学生实际和情境把握对课程进行选择（筛选）。因此，在国家

课程包括地方课程的实施中，必然存在着由教师运作并和学生经验

相结合而生成的课程，这种课程就是一种隐性的校本课程：它在内

容上是对“统编教材”的生动补充，在性质上注重了学生实际和教

学条件，在形式上体现了师生的互动关系。新开发的德育校本课程，

更是一线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基于对学生的新

的学习需求的思考而进行的对国家课程的补充。总之，真正持久的

课程变革，必须依靠一线教师的积极参与。没有教师的积极有效参

与，校本课程的开发只能是纸上谈兵。所以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

德育教师的积极性，形成有利于教师充分发挥主动能动性和创造性

的环境条件。这就需要加大中职德育教师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

专业素质和校本课程开发能力，从而建立一支优秀的德育教师队伍。

当然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激励必不可少。如我校就积极组织德育教师

参加全国课改大讲坛，跟国家级的课改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

经常请省内外的一线教师和专家来我校介绍经验并指导教师的校本

课程开发。有了专家的引领和同行的点拨，德育教师的校本课程开

发更加的心应手。在激励手段方面，除了计算工作量，对于主动承

担德育校本课程的教师在评先评优、职评等方面会优先考虑。

二、承认过程生成性

“课堂教学是根据学生实际需要不断调整的过程，是具有生

成性的课堂。”教学是一门动态艺术，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在设计

时同样既要考虑课程的相对稳定性，又要具有一定的弹性，充分

考虑自然生成性，使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以

适应教师、学生的教学自然生成，不断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

形势。如随着微商创业的兴起，我的 SYB 课程不仅增加了淘宝创

业，还有微商创业的内容。德育课程校本课程开发还要充分考虑

教师的课堂生成，为教师创造更为广阔的生成空间，这样教师才

能为学生注入丰富的自主学习时间与空间。同时也要为学生预留

生成空间。课堂是学生的课堂，德育校本课程的开发服务学生，

因此要充分根据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经验等水平，以及这些因素在

课堂教学中的原生态自然生成，为学生自我反思与消化留有余地。

可见，德育校本课程应是生成性课程，它的开发具有较长的周期，

伴随着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总结、修订，从而逐步充实、完善。无

论是校本课程、校本教材、还是教案以及课堂，都不是一层不变的，

需要根据实际教学的生成因素不断调整和修改。

三、把握多方协调性

该原则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德育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间的均衡协调。校本课程应运

而生，并和国家课程一起构成我国课程的整体。德育校本课程开

发并不是否定国家课程，而是国家课程的校本化或对国家课程的

补充。因此德育校本课程必须在国家课程计划框架内，谋求与国

家课程的协调一致和均衡发展，以获取支持。

二是德育校本课程开发中所涉及的诸多因素的整体协调。校

本课程开发参与的人员包括学校的师生员工、家长、社区人士以

及校外的专家学者。它不是个别教师的事，甚至不是局部的实验，

而是需要各方面支持、参与。这些人员应该坚持一种整体的观点，

要相互尊重，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另外开展德育实践活动需要

学校、社会、家庭各方面的协调配合，要统筹兼顾，相互配合，

协调一致，才能起到好的效果。因此，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应该处

理好学校、社会和家庭三者之间的整体性协调。

四、突出内容生活性

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更多的是生活情境的学习，生活体验

的学习。本着“生本教学”的理念，德育校本课程的开发也应贴

近学生的生活和实际。关注学生的现实生活和身心特点，课程实

施的过程中以鲜活的案例和丰富的活动为载体，帮助学生解决生

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如针对中职生可能会遇到的心理困扰，中

职生创业的实际问题，带领学生学习本地企业文化等，引导学生

热爱生活，适应社会，谋求发展。活动以学生喜闻乐见的一些形式，

如演讲、小品、游戏、竞赛、歌舞等，在活动中引导学生从生存

走向生活，从就业走向创业，从失败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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