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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中学德育课程与中学德育工作融合的
研究与实践

邰　娟

（山东省临沂市临沂沂河实验学校，山东 临沂 276000）

摘要：“世上有两样东西充满我们的心灵，我们越对它思考便越觉得惊奇和敬畏——那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歌

德的这句话，并不仅仅是一位诗人的浪漫修辞，它真实地说明了道德在人类心中的地位和价值，而在传统中国，道德更是约束一个个普

通人内在修为的标准和外在应对的准绳。对此，教师应运用科研的方式，站在课程设置的角度，重新构建德育课程内容，以“问题导向”

为核心，使德育课程与德育工作深度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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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导向”德育课程概念界定

“问题导向”德育课程是以立德树人为基本价值追求，“基

于学科课程，以活动课程、案例教学为主”的德育综合性课程，

课程聚焦青少年成长主题，是基于“有问题”的德育研究，是立

德树人、以生为本的深入实践，是富有特色的地方德育课程体系。

二、“问题导向”视域下中学德育课程与学校德育工作融合

的意义

“问题导向”中学德育课程与学校德育工作融合，是以地方

课程实施促进中学德育工作的开展。就是以“立德树人”为指导，

以“问题导向”中学德育课程的深入实施为抓手，以主题班会课

程形态开展情景化的道德认知活动。遵循“认知、感悟、内化、

提高、践行”的德育发展规律，逐渐建构起以“政教处为主导，

级部为主体，班主任为中心，任课教师为补充”的德育工作体系，

建设以“基于课程体验感悟丰富文化润泽生命”为特色的学校德

育模式，努力解决我校中学生思想上存在的普遍问题，切实增强

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全面提升我校德育水平，帮助学生扣好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三、“问题导向”中学德育课程与中学德育工作融合的实践

（一）完善德育组织机构，为德育工作点亮指路明灯

问题导向视域下，中学德育课程与德育工作的融合要以完善

德育组织机构为保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德育教育是否取得良

好成效取决于校领导对该工作的重视力度。实践过程中，我校将

重点放到了问题导向上，并结合德育教育现状做整体规划，形成“校

长调度、政教主任主抓、教师参与”三方育人局面，为德育工作

点亮了指路明灯。同时，我校还成立了校领导—教师—班干部联

动机制，做到学校上下一盘棋，合全校之力，做精品工程。与此

同时，班干部也代替其带头作用，落实德育教育的宣传，形成德

育育人的氛围。各个教师也积极投身到备课工作中，引入生活中

鲜活的案例，同时还以时事政治引路，实现了德育教育的全局辐射。

（二）精选德育教育主题，实现德育研究的生本化

1. 加强生命教育，深植感恩之心

一颗大树的成长需要经历长期的风雨洗礼，由一粒种子开始，

冲破泥土的束缚，逐渐发芽，长出小树苗，从而有了生命。那么

人的生命也是如此，相关教师抛出问题：生命是如何来的？让学

生思考这一问题，获得对生命更深的感悟：从卵细胞到受精卵，

到胚泡，再到胚胎，最后成为胎儿。初来世界的那一刻，是母亲

用轻柔的手指抚摸着你的父母，每个人都应该感恩父母，并将这

份恩情铭记于心，认识到生命来之不易，要倍感珍惜。为了使德

育扎根于中学教育的土壤上，我校开展了生命教育座谈会，邀请

生物专家为学生讲述生命的起源，同时还引入当今时代背景下鲜

活的案例，如引入孟祥斌的案例，其不顾个人安危，为救一跳江

女青年而壮烈牺牲；通过让学生思考这些案例中隐含的道理，使

其知生命来之不易，更加珍爱生命，深植感恩之心，孝敬父母。

2.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厚植爱国之情

爱国是我国传统美德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为中学生德育教

育提供了典型的案例。基于此，我校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为了

提升教育实效，点燃更多学生的爱国情，我校在每周一举办各种

升旗仪式，并实施班级轮流制。一个班选取若干学生为旗手，一

个主持人。将整个升旗分为四个环节 [ 环节 1] 由四人走正步运输

国旗，在此过程中利用校园广播播放五星红旗的来源，其主体色

为红色，渗透了革命烈士的鲜血。[ 环节 2] 由升旗人员升国旗，

其他同学唱过歌，行注目礼。[ 环节 3] 国旗下的讲话，由主持人

选择特定的主题进行演讲，选取革命烈士的案例，如黄继光舍身

炸碉堡、邱少云为保护队伍被烈火焚烧至牺牲等，让其他同学思

考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提升自己的爱国情操？通过反思案例使学生

了解国家来之不易，使爱国情怀根植于其内心深处。

3. 加强法治教育，使法治理念入脑

知法守法是新时代青年应该具备的良好品格。我校在德育教

育中将法治教育放到了突出位置，为了使法治理念入学生之脑，

多个思政教师引入社会热点事件：男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盗走，

令人震惊，媒体连续报道，明星转发，家属起诉、悬赏，公安部

夜以继日抓紧破案，“河南周口婴儿丢失事件”牵动全国人民的心。

然而，在人们刚刚欣慰于孩子平安回来、嫌疑人投案时，事件的

发展再一次出乎人们的预料：该事件系男婴母亲因家庭矛盾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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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策划“自导自演”的闹剧。通过这一典型案例的引入，让学

生分析事件——品评人物——讨论、交流——发表看法——升华

主题，从而感受到法律的重要性，善于应用法律的利器维护道德、

人性与公序良俗，莫让“失婴反转闹剧”一次次逾越法律与公德

的红线。

4. 加强挫折教育，正确面对挫折

挫折是中学生成长的一个方向盘，其能带领学生走向正确的

人生道路。为了提升德育教育实效，我校还开展了挫折教育活动，

引入案例：一个小孩在草地上玩耍，无意之中捡起一只蛹。过了

几天，蛹出现了一道裂缝，且里面的蝴蝶挣扎了好久，于是她拿

起剪刀将蛹壳捅破，帮助蝴蝶脱蛹而出。由于该蝴蝶未经历破蛹

之“苦”，出壳后身躯臃肿，没过几天就死了。通过引入这一案

例让学生思考挫折是什么？对于蝴蝶来说，破蛹而出挫折，但是

也是其生存的必经之路。可以说，挫折与人生是相伴的，只有树

立战胜挫折的勇气才能见到风雨后的彩虹。

5. 加强文明礼仪教育，提升个人素养

文明礼仪教育是当今时代下的主题，其能为中学生今后的发

展指明方向。对此，我校开展了文明礼仪教育活动，以“八仪四

礼”为标杆，开展“文明礼仪我先行”“礼仪知多少”等主题班会，

旨在提升学生的礼仪意识。此外，相关教师还丰富了礼仪教育的

内容，如仪表之礼（穿戴整齐、发型自然、仪态端庄）、餐饮之

礼（将“光盘”政策落实到底）、从待人之礼（宽容他人、尊老

爱幼）、行走之礼（不横穿栏杆、不闯红灯）、游览之礼（爱护

文物、尊重民俗）……通过文明礼仪教育使学生成为知礼习礼之人，

提高其个人素养。

（三）构建家校社育人机构，打破德育教育壁垒

为了使德育课程与德育工作深度融合，我校还将重心放到了

家校社育人机制的构建中，秉持生本理念，着力于打破德育教育

壁垒。

首先，我校搭建了多重对话平台，即家长学校、家委会、家

访等，全方位优化育人机制。其次，我校还开展了德育在线交流

活动，通过给家长及学生发送调查问卷了解他们对德育的认识，

同时还广泛采纳他们优质的建议。此外，还连线社会“德育专家”，

拓宽德育教育的渠道，打破德育教育壁垒，切实提升我校德育教

育成效。

（四）构建网络教育平台，拓宽德育教育范围

网络犹如一张网，其为当代德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多元化的

路径。对此，我校依托互联网之力，通过构建网络教育平台，拓

宽德育教育的边界，为学生创设充满德育的氛围。

同时，我校德育教师还在校园网上设立了班级“绿色”网页，

并分设“班级概况（主要介绍班级文化）”“风采展示（班级各

个学生对德育教育的看法，以及将自己收集的德育案例资料整合

起来）”“心灵驿站（学生可在这个栏目交流自己学习生活中遇

到的问题，通过交流找到合适的解决对策）”等多个栏目，展示

班级特色。通过网络教育平台的创设使学生从多个角度认识德育，

做有道德的人。

（五）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使德育课程与工作深度融合

社会实践活动是学生接触社会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是学生心

灵的寄托，能够帮助其重新认识德育，做有道德之人。“问题导向”

视域下，德育课程与德育工作的融合需依托社会实践活动，使德

育教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熠熠发光。

可以说，借助社会这个平台能够使德育教育更加深入，通过

联系社会中有道德的人的案例，为放下德育教育提供鲜活的素材，

进一步彰显德育的隐性教育功能。我校在社会实践开展过程中，

通过让学生拍摄生活中有关德育的案例，并上传到校园网络平台

中，其他学生通过转发评论选取“最美中学生”。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德育资源，同时也能发挥德育课程的积极作

用，将身边的好人好事融入到德育体系中，为德育工作的开展创

造良好的机会。

（六）开展校园情景剧评选活动，实现德育教育的全局辐射

目前来看，在德育工作开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德育教学

内容的选择与生活贴合度不高，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等，这种情况下不利于德育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也容易使德育

工作陷入困境。

我校还开展了校园情景剧评选活动，鼓励学生在网上搜索有

关德育教育的案例，将其拍摄成微电影，提高德育教育的灵活性。

这种方式还能提升学生的体验感，使德育在其内心的土壤中生根

发芽，进而实现德育教育的全局辐射。

四、成效与反思

本校在德育课程与德育工作融合中做了诸多努力，以“问题

导向”为核心，通过完善德育组织机构、引入生命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法治教育、挫折教育、文明礼仪教育的案例，同时还着

力于家校社育人机构的构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多措并举，使

新时代背景下的德育教育熠熠发光。

通过以上多种举措，我校学生的心理问题有所改善，且全校

师生对德育工作也有了新的认识，积极投身到德育的宣传中，实

现了德育教育的全局辐射。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校还要创新

教学模式，引入多元化的教学方法，秉持生本理念，使德育扎根

于中学教育的土壤中。

参考文献：

[1] 徐彩球，朱慕熔 . 立足问题导向，提升德育成效 [J]. 上饶

师范学院学报，2020，40（04）：96-101+115.

[2] 余再超 . 问题导向引入，创新初中德育课程 [J]. 名师在线，

2018（35）：76-77.

[3] 韩杰梅，宋玉良 . 问题导向引入创新德育课程——山东省

临沂市“问题导向中学德育课程”的建构与思考 [J]. 基础教育课程，

2016（11）：73-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