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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中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关长义 

（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九功九年制学校  744200） 

摘要：中小学是青少年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阶段，思政教育在此阶段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目前思政教育存在着一系列
问题，本文阐述了根据当前客观存在的思政教育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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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受到社会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 
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下，我国开始走向了经济发展的高速路。在

人生价值观塑造的重要成长期中，享受着经济发展红利同时，当代
青少年们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各方各面的思想冲击，拿来主义、躺
平主义、享乐主义等颇为不正的思想主义正侵蚀着当代青少年的价
值观，不少青少年甚至以此为荣，极力宣扬这些不正之风。这些歪
风邪道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正与主流价值观形成抗衡之势。由于
社会经验较少且明辨是非能力较弱，青少年们往往很难对价值观有
正确的判断，教师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通常“左耳进右耳出”，
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很难有效推行、无法得到显著效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未得到学校、家长的基本重视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作为绝大多数学生“鲤鱼跳龙门”

的唯一途径，应试教育深深影响着每一代人。自古以来，应试教育
的成绩一直是学校、家长头等关注的事情，因而在现有的教育观念
下，学习成绩是学校对教师的管理、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家长对学
生的唯一期愿。每年能考取几个全市前十名，成为了评价一所学校
优劣的唯一标准、每学期能考取全级第几名成为了评价一个学生是
否优秀的基准、三好学生等同于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为了能在考试
中获取较高的成绩，教师只能将极大的精力放在提高学生成绩上，
不少教师在潜移默化中，只记得教书而忽略了育人。片面强调学习
成绩的重要性，最终培养出来的学生只有成绩没有思想，难以成为
未来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 

（三）教育方式颇为枯燥、缺乏创新 
长期以来，教师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侧重理论、忽略实

践；侧重说教、忽略示范；侧重灌输、忽略引导。在文化课程都尚
且需要注重趣味性、引导性的当代教育模式下，德育课程的教学模
式显得老套而枯燥。当代青少年不乏获取各类信息的途径，一些大
道理、空理论早已无法让青少年感兴趣。在实际教学中，如长期采
取说教、理论灌输的模式，学生往往容易对思想政治缺乏学习的兴
趣和积极性，与实际生活脱离了联系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看来仅
仅只是难以理解的空口白话。长期以往，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只会沦
为一门普通的应试课程，与其初衷南辕北辙。 

二、当代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对策 
（一）把控信息媒介，树立良好价值观 
当代的青少年接触各种信息媒介的方式极为多样，网络、杂志、

电视节目等等各种信息传输媒介日复一日地影响着青少年群体。在
这种大趋势下，学校和家长应当以引导为主，管控为辅的方式，通
过对学生的思想引导、净化网络环境、管控学生接触不良信息媒介，
软硬结合，为学生营造良好的价值观培养环境。 

笔者曾在班里多次组织名为“网络、电视节目为我们带来了什
么？”的主题班会，班会上学生们畅所欲言，纷纷谈起自己最近在
关注的热点节目、头条话题，在学生们讨论得如火如荼时，笔者提
出一个问题：“请说出这些节目或者热点事件中的有哪些现象是错
误？”在经过一阵短暂的思考后，有学生提出最近热点中的“私生
饭”、“引战”、“水军”等现象，表示这样的现象存在错误的认
知和价值观，并提出了“追星有度，适可而止”的思想观点，获得
班里同学的一致好评。 

在任职班主任期间，笔者通常定期与学生家长以电话的形式沟
通，针对思想表现较为欠缺的学生，笔者往往要求家长强制管控学
生在家的作息生活，合理安排学生的上网娱乐时间，时刻关注学生

接触的信息安全度，杜绝不良信息污染学生的思想，确保学生接触
到的是传递积极价值观的信息媒介。 

（二）明确思政地位，德智体三足鼎立 
德育教育作为学生的最基础教育，需要得到学校和家长的重

视。通过学校、家长、教师三方的合力推动下，给学生营造一个良
好的思想教育氛围。在实际教学中，学校和家长要改变“重智轻德”
的教育理念，应当把“德智体”放在相同的位置，在培养学生学习
的同时，也应当注重对学生的德育教育，改革教育方针，不以成绩
论英雄，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无论学生未来是否能“达济天下”，但至少能成为“独善其
身”的社会成员。 

笔者所在的学校目前正在优化改革教师的工作制度体系，把学
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纳入工作考核中，让教师开始重视对学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在日常教学中积极贯彻教书育人的教育理念，在提高学
生成绩的同时，也注重对学生的德育思想培养。在多次教师会议中，
校方明确提出需要教师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成为
爱党爱国，遵纪守法，诚信友善，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时
代青少年。 

在 2021 年度上半年，学校多次组织爱党爱国讲座，以全国道
德模范作为实例，向学生们宣导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对学生予以崇
高的期望，鼓励学生以道德模范为标杆，成为拥有高尚品质的青少
年。本学期我校开启“节俭养德，杜绝浪费”的活动，这也将作为
三好学生考核的重要部分，以此激发学生对思想政治的积极性。 

（三）创新教育模式，以变化拥抱时代 
身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该时刻

保持与时俱进的态度，改变以往刻板的教育模式，以学生为本，时
刻钻研更先进的教育方式。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时，更应注重知
行合一，以理论为基础，结合实际生活，以生动活泼的生活例子和
社会现状，让学生感知到正确的思想价值能带来怎样的效果。 

笔者在课堂上常常将课堂理论结合时事热点进行论述，寻找学
生们感兴趣的事件素材，以此作为切入点，表达理论观点，由于话
题趣味性较强，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被大大提高，课堂气氛踊跃起
来，积极向上的理论观点较为容易被学生理解和接受。对于消极的
价值观，笔者常常也以时事热点作为议题，分析热点人物行为特征
背后的价值理念，并予以观点，学生的课堂反馈变得积极起来。 

结语 
综上所述，中小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建立中小学生正确人生观

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有必要重视当前所面
临的思想教育问题，并加以修正和解决。所幸我们已经意识到问题
的原因，教育改革势必需要进行，我相信在学校、教师、家长三方
的通力合作下，思想政治教育能得到有效提升，成为中小学生良好
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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