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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学生德育养成的创新路径探究 
马辉德

（甘肃省临夏州广河县教育局，甘肃 临夏 731300）

摘要：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校推行的德育教育主要是一种单项的灌输式教育，比较的封闭。这种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

位，不能够很好的挖掘出学生主动地意识。在教学的理念还有形式上都没有结合学生的实际，严重脱离了生活，所以德育的效果并不理

想。作为教育部分我们需要结合当前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时代的背景，探究德育教育新的路径，能够加强学科渗透，强化学生的自我管理，

从而提高德育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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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改革，德育教育受到了我们高度的

重视。目前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重要的

意义。但是目前德育教育工作并不理想，很多的内容并没有真正

的落到实处。为了能够提高德育教育的效率，实现德育教育的真

正的功能，作为教育部门需要为学校和教师提供一些有效的策略，

所以必须要针对德育教育进行创新路径的探究，能够找到一些有

效的途径提高德育教育的质量。

一、德育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德育和教育关系不够明确

德育和教育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德

育和教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模糊。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人们对于

智力因素的培养，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地增加。但是德

育的地位逐渐的被降低和弱化。德育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

的破裂。所以现代教育更加的追求知识的进步，但是忽视了对人

精神的修养。为此这是目前德育教育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必须要

认识到德育和教育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作为社会教育机构和部门

重点思考的问题。

（二）德育和师生关系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学校的竞争力也不断加快，在这样的

环境下要想处理好教师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教师

作为传播知识的主要人，对于学生的价值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学生良好的价值观的形成离不开教育工作者的引导。但是因为

竞争力的加剧，导致了教师和学生不能够很好的互动，处于两

个层面上。这并不利于对学生的德育培养。无法确保学生健康

的发展。

二、新时代学生德育养成的具体策略

（一）结合学生的思想特点健全德育体系

新课改下对于新时代学生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要求，要构建更

加科学的教育方式，不断地完善德育教育的体系。现在很多的学

生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在家被家长溺爱，缺少一定的生活和学习

能力，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依赖性。这也给学校的德育工作带来了

一定的困难。为此作为教育局必须要能够为学生的德育工作提供

一定的对策，能够通过有效的系统性的德育体系的构建来指导学

校提高学生的生活能力和学习能力，要积极的创新一些教育的渠

道，而不是单纯的说教形式。教师要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理，通过

真正的实践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比如可以鼓励学校通过

案例进行教学，或者是模拟情境教学，有效转变学生的思维方式，

能够开展一些德育实践活动，鼓励学校组织学生积极地参与，从

而更好地进行德育教育。

（二）将新时代学生德育工作回归生活

将德育教育工作回归到生活中一方面能够实现学生的学以

致用。另外能够开拓学校的德育课程内容。让德育教育从理论

化向生活化进行转变。同时教育部门要鼓励学校发展一些德育

活动的隐性课程。比如校园文化的创建，精神环境的创设等等，

从而有效的提升中小学德育教育的发展。从学生的个人精神生

活到家庭再到学校各个层面进行渗透和活动设计，能够贴近社

会生活和学生的思想情感世界，使得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受

到熏陶和影响。不断地让学生的思想观念趋于成熟化。让学生

能够取得较好的发展。

（三）利用新媒体平台实现互动教育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自媒体的发展，目前信息技术逐渐的被

教育领域广泛应用。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教育部门也要给予学校资

金上的支持和政策上的鼓励，能够引导学校积极地使用新媒体平

台来进行德育教育，实现活动教育，改变以往学生被动的局面。

教师要结合学生的个性特点，为学生营造出一个自我教育的平台。

借助于微博和微信的力量为学生进行一些德育教育的理念的宣传，

也可以通过班级群来进行一些相关信息的发布。教师可以多开展

视频学习，实现学生视觉上的冲击，能够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教师要鼓励学生利用学校的网络平台交流德育教育的心得，发表

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疑惑。教师要通过平台和学生进行有效

的沟通交流，通过这样的形式真正地提高德育教育的效率。

三、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的学生德育教育工作的开展，给教育工作者带

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尤其是指导

学校教育的教育局部门，应该不断地探索出与学生心理发展相适

应的德育教育道路。这也是是如今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当前

只有不断地完善学校德育教育的前期准备、中期的完善以及后期

的评价体系的完善，这样才能促进学校德育教育的发展。本文从

几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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