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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育政策为开展德育教育和德育实践提供了基础性的政策支持和理论指导。文章提出德育政策社会本位、

个人本位和回归生活的价值取向；结合当下德育现实，提出加强师德建设，建立全方位育人机制；改进德

育方式，开辟新型创新模式；落实德育实践，促使德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德育实践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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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德育为本。改革开

放 40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同时，
我们也要坚持教育的改革开放，积极探索教育改革新模

式、新内容、新方法，勇于创新，大胆实践，不断发展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40 年来，我国的德育
政策经历着深刻而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了国家

对德育的积极关注和锐意改革。德育政策不仅是德育连接

德育理论和时间的中介和桥梁，而且集中体现一定时期国

家对德育的具体要求和发展方向。 

1  德育政策的价值嬗变 

1.1  社会本位价值取向：为政治和经济服务 
根据不同时期社会发展、教育实践的差异，国家制定

德育政策也会有所不同，这从侧面体现了德育价值取向的

变革。 
改革开放前，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小农经济的束缚，

导致封建价值观根深蒂固，这段时期，政治价值观在社会

发展和教育领域起主导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重

心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上，在思想上拨乱反正，这一时

期的教育进行转型，德育政策凸显出社会本位的特点，集

中体现德育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德育目标集中体现出

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倾向，提出为无产阶级服务、培养“四

有公民”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改革开放

后期，德育目标的设定也逐渐趋向于为经济建设服务。 
1.2  个人本位价值取向：成为“人” 
新时期的德育政策不仅应满足党和国家主体利益的

实现，同时也要保证学生在德育过程中的个体发展，两者

相互平衡，相互兼顾。 
德育理论教育的模式化造成对德育主体自主性的忽

视。[1]学生受制于统一的老师、教材、教学方法，这种传

统的模式化教学忽视学生作为个体“人”的独特性和差异

性，个性受到限制和压抑，学生对德育的认同度和遵从度

不高，从而也导致德育的效果不佳。从 20世纪 90年代开
始，学者们提出让道德世界回归生活世界，让道德教育“回

归人”，真正从人的需要、人的发展、人的心路历程出发，

建构道德教育有效路径。[2]从人本主义的思想来看，学生

作为独立的个体和独立的“人”，在德育的过程中应受到

充分地尊重和考虑，根据不同阶段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

确定相应的德育目标、制定相应的德育内容、开展相应的

德育课程，充分发挥学生在德育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践

行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促使学生成长发展为真正的，独

立的“人”。 
1.3  回归生活的价值取向：走出课堂，走进生活 
20 世纪 90 年代，“生活世界”这一概念传入中国，

这里的“生活世界”更多是具体可感的现实存在的真实世

界。 
课堂意义上的德育只是一种简单的德育知识的传授，

缺乏实践，与现实生活相脱离；德育内容抽象和空泛，学

生不能在课堂上真切地感受德育，无法产生认同和共鸣。

应试教育一直以来奉行“不考不学”的原则，把德育纳入

课程设置后，无可避免的就迎来了德育的量化评分，导致

学生产生功利化的思想，学生的行为和表现变得有目的

性，而不是真正发自内心，导致“学校教育世界”与“学

生生活世界”相隔离。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

德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到要切实抓好劳动和社会实践活

动中的思想教育环节。 

2  德育实践的路径选择 

2.1  加强师德建设，建立全方位育人机制 
一直以来，德育政策都强调加强和改进学校的德育工

作，大力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把师德建设放在教师

队伍建设的首位。教师是培养人和教育人的职业，育人的

根本在于立德，在对学生进行德育的道路上，坚持立德为

先，修身为本，努力实现教育向化育的转变，为学生树立

德育榜样，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对学生产生影响和指导。

德育在学校工作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学校教育应把德

育贯穿和渗透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全过程，摒弃以往

专项主题德育课堂和传统课程设置，加强各科任老师、班

主以及德育处老师之间的联系，明确德育工作是全体教师

的共同职责，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坚持做到以文化人，以

德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家庭德育也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是德育的起

点，在个体尚未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前，他们所接受的就是

来自家庭父母给予的言传身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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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德育在孩子的心理发展和行为养成形成最为深刻

和持久的影响。孩子最初接受的德育来自父母和家庭，父

母给予最初的德育启蒙和指导，孩子在家庭接受的德育更

具针对性和专门性，得到父母更多关注和指导，学校德育

往往是“一对多”模式，而家庭德育是“一对一”甚至“多

对一”。父母最初也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也应该加强道

德建设，发挥好家庭德育对孩子一生不可替代的奠基作

用。 
家庭教育须为德育奠基，学校教育须为德育固本。我

们要坚定德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把德育贯穿于学校教

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加强学校同社会、

家庭的横向联系与协作，统筹各种积极因素营造共同育人

的环境，形成社会——学校（各科任教师、班主任、德育

处老师）——家庭的立体化德育模式。 
2.2  改进德育方式，开辟新型创新模式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德育的主体，德育过程是两者

共同参与、双向互动的过程。教育者通过有目的的指导，

以自身对受教育者产生影响；受教育者能主动地接受这种

影响，并“修身内化于心，律己外化于行”。 
传统的学校教育将德育从完整的教育体系中割裂分

离出来，试图将德育的任务简单的归于德育处或班主任，

德育处老师和班主任充当了德育的主要角色，处于绝对主

导地位，忽视和淡化受教育者在德育过程中的个体性，压

抑了其个性化的成长。长此以往，学校德育无法取得进步，

而且对受教育者的个性压制必将阻碍其全面健康发展。因

此，传统的教育者主导的德育模式必将被更加注重青少年

主体性发挥的新模式所取代。[3]教师不再是德育课堂的权

威，从“领导者”成长为“引领者”，给学生更多的发言

权和自主权，引导学生自由地感受德育，接受德育，享受

德育，注重发挥学生个体在德育中的主观能动性。 
此外，传统德育课堂单向“你讲我听”的内容灌输已

不适应现代多元化课堂和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要求，这种枯

燥乏味的单向输出模式是造成德育实效性低下的主要原

因，基于此，“欣赏型德育模式”应运而生。道德教育的

内容与形式如果可以经过审美化改造，成为“一幅美丽的

画”“一首动听的歌”那么与这幅画、这首歌相遇的人就

会在“欣赏”中自由地接纳这幅画、这首歌所表达的价值

内涵。变“外求”“他塑”的灌输德育为自主感悟德育。

[4]为德育创设情境美、呈现内容美，经过创新和审美化改

造，寓教于乐于情于美中。让学生自己感受，自主体悟德

育的力量和魅力，化被动为主动，化枯燥为有趣，化腐朽

为神奇，切实提高德育的创新性和实效性。 
2.3  落实德育实践，促使德育回归生活世界 
2.3.1  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为实践提供基础，实践可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

德育理论实践化不是二维静止的，而是三维动态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德育理论要勇于参与实践，指导实践，在

实践批判中成长，在实践中检验德育理论成果的价值性、

真理性及科学性，促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5]

实践不仅可以“育智”，而且可以“育德”[6] 
在真实的道德实践过程中，学生的道德认知、道德情

感和道德意志才可实现有机结合，倘若只是一味地学习德

育理论，缺失在真实的道德体验中检验自我道德认知，就

会出现知行脱节的困境。表现为自我道德高知低行和道德

事件知而不行的特点。[7]在实际的德育过程中，教师应将

关注点由静态的理论学习转移到动态的具体问题的解决，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弥合。 
2.3.2  实践走进生活 
道德源自生活，在现实生活情境下，德育功能得以更

好的实现，德育的开展要切实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相结合，

把德育融汇到学生的实际教育和生活之中，做到“理论联

系实际，实践走进生活”。“智德”与“行德”不可分割的，

书本上的德育知识是单调的，经验性的道德知识是生动

的；课堂上的德育是有限的，生活中的道德无处不在。[8] 
良好德行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德育主体的生活实践，

活动育人成为学校开展德育工作和提高学生德育水平的

重要途径。[9]学校、老师应发挥德育的主导作用，根据不

同阶段学生身心特点、思想实际和理解接受能力，设置符

合中小学年龄阶段的德育内容和课程，注重学生日常行为

的规范和养成，从小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贴近学生日常

生活、学习生活、社会生活的实际，创设符合现实的情景，

增强学生的现实体验，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引导，引导

学生自己对德育的体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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