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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论述，曾多次谈

到“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建设。

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建设的理论之源，源于 2019 年

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会上

谈到“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

重要工程，推动德育建设内涵式发展”[1]。在《思政课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的讲话中 [2]，明确

指出，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建设需要深化，为大中小学

德育一体化的建设途径指明方向。

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建设的实践之基，基于大中小

德育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为德育一体化建设提供了

顶层设计的指引和实践路径。

国情民情教育是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依托于国情民情教育，让大中小学德育衔接更加有

序，课程无缝对接，内容螺旋上升，让学生学习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入脑入心入耳。

二、研究综述

当前学术界对“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中的国情民情

教育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 一体论

“一体论”主要侧重三个方面：一是对德育一体化融

入国情民情所面临问题研究。刘力波、黄格 [6] 等人分析

了制约德育一体化发展的原因，得出国情民情的教学研

究力度需要加大，思路需要拓展。二是对德育一体化建

设中国情民情的逻辑研究。陈妍等人 [7] 发现德育一体化，

存在国情民情的教学目标衔接缺乏规划，教材衔接缺乏

统筹，内容衔接缺乏层次等问题。三是对德育一体化建

设中国情民情的对策研究，以翁铁慧 [8] 为代表，认为需

要提升教师主体的综合素质，加强教师的教学研究等。

2. 学段论

“学段论”主要观点是从学段的衔接中，探讨德育一

体化的综合实效。以王素云为代表，通过对比大学中学

两个阶段的德育，分析两学段间国情民情教育中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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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课程结构等问题。

三、研究内容

本文一是以大中小学德育教师为主体研究，大学阶

段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主体，中学和小学以思想道

德与法治教师为研究主体。二是以教材为主题研究，大

学阶段以“两课”教材为主体，中学和小学以思想道德

与法治教材为研究主体，把国情民情教育与教学目标、

课程标准具体对应。

（一）主体性研究

本文主体性研究以教师为主体，分别对大、中、小

学思政教师开展关于德育一体化国情民情教育现状。以

德育教师为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德育教师是大中小

德育一体化建设中的主力军。

本次德育教师问卷调查共计回收 27 份有效问卷，为

本文研究提供坚实的事实依据。

1. 教学难度

在大中小德育一体化建设中，分析国情民情教育教

学难度，是德育教师上好一堂课的必由之路。要想上好

一堂课，教好学生，仅仅依靠本学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

的，还要加强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学习，丰富自身知识储

备，以便更好地指导学生。

本次问卷收集实施思政教学的难度如下：

表　德育教师在教学中合理的实施思政教学的难度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

累计百分

比（%）

您觉得在教

学中合理的

实施思政教

学的难度

B. 难度比较小，

大部分能克服
11 40.741 40.741

A. 完全没难度，

完全可以克服
9 33.333 74.074

C. 基本没难度，

基本可以克服
7 25.926 100.000

合计 27 100.000 100.000

图　德育教师在教学中合理的实施思政教学的难度

综上，可以得出，德育教师在教学中合理的实施思

政教学的难度的现状，中，40.741% 的德育教师能克服

思政教学的难度，33.33% 的德育教师则认为完全没难度，

25.926% 的德育教师基本可以克服。综上，大部分的德

育教师能克服思政教学的难度。

2. 融入元素

在进行国情民情教育中，合适的思政元素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重要，好的思政元素，对于学生理解国情、民情

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选择合适的思政元素不仅是国情

民情的智慧钥匙，更是德育教育能否有效的成败关键。

本文对德育课教师挑选的思政元素进行调查，具体

如下：

表　在国请民情教育中，

您认为适合体现的思政元素有哪些？（多选）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

累计百分

比（%）

A. 振兴中华为己任的爱

国意识

选中 23 85.18 85.18

未选中 4 14.81 100.00

B. 社会责任
选中 25 92.59 92.59

未选中 2 7.40 100.00

C. 工匠精神
选中 23 85.18 85.18

未选中 4 14.81 100.00

D. 职业伦理和道德
选中 19 70.37 70.37

未选中 8 29.63 100.00

E. 知识的应用和传播
未选中 15 55.55 55.55

选中 12 44.44 100.00

F. 尊师重教的礼仪意识
选中 18 66.66 66.66

未选中 9 33.33 100.00

G. 追求真理的科学观
选中 15 55.55 55.55

未选中 12 44.44 100.00

H. 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
选中 14 51.85 51.85

未选中 13 48.14 100.00

合计 27 100.00 100.00

综上，德育课教师挑选融入国情民情教育的思政元

素中，社会责任作为国情民情教育的融入点的首选。有

92.59% 的德育教师选择社会责任，为国情民情教育的融

入点。其次，排名第二的是兴中华为己任的爱国意识和

工匠精神，均有 85.18% 的德育教师选择振兴中华为己任

的爱国意识和工匠精神，为国情民情教育的融入点。排

名第三的是职业伦理和道德，有 70.37% 的德育教师选择

职业伦理和道德，为国情民情教育的融入点。

3. 教学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历来就是各大高校比较头疼

的问题，“老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教学曾经是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最常用的教学方法，德育教学中一直都

存在着课堂教学实效性不高、课堂教学缺乏针对性和吸

引力、学生有厌学情绪等问题。当前学生的思维跳跃快、

思想活跃，如果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创新式的教学方法，

就无法吸引学生的心灵，无法真正将思想政治的内容和

思想做到与时俱进，没有形成教学上的创新力。因此，

适合的教学方法是“国情民情教育的灵魂”。为使国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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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教育真正有效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在众

多的教育教学方法中，必须选择最优最佳的教学方法，

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就是推进国情民情教育真正有效融

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制胜法宝。

表　国情民情教育教学方法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

累计百分

比（%）

在国情民情教育

中，您选择的教

学方法是？

C. 案例教学 11 40.74 40.74

B. 讨论式教学 7 25.92 66.66

A. 讲授式教学 6 22.22 88.88

E. 情景式教学 2 7.40 96.29

F. 项目式教学 1 3.70 100.00

合计 27 100.00 100.00

综上，德育教师在国情民情教育中，选择最多的是

案例教学，有 40.741% 的德育教师选择了该方法。此外，

讨论式教学是次要的选择。而常规的讲授式教学，则排

名第三。因此，可以看出，当前国情民情教育中，德育

教师的教学观从过去的“填鸭式”“满堂灌”，转变成互

动式教学、案例教学。

（二）主题性研究

本文主题性研究以教材为主体，重点对大、中、小

学德育教材进行系统深入的梳理，通过教材内容进行深

刻解读和分析，对教材内容进行分类，旨在探索一条不

同于其他大中小德育一体化建设的道路。

本文以教材为主体，对教材内容进行分类，对国情

内容进行进一步细化，国情教育包括国情、党情、乡情；

民情教育包括民情、社情、亲情。具体如下图所示：

本文以大中小阶段为例，以国情民情教育为主要内

容，通过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和梳理。一是以教材的内容

为研究维度，以国情民情教育内容频次为例，探究大中

小德育一体化教材现状。二是以授课的年级为研究维度，

分析大学中学小学阶段中国情民情教育主要集中的年级，

通过授课年级的比重，探究大中小德育一体化授课现状。

1. 小学阶段

1.1 教材内容频次

将教材的内容按照频次统计，结果如下：

在小学阶段从内容分类来看，国情教育频次达到 6

次，占比 28.57%；党情教育频次达到 1 次，占比 4.76%；

乡情教育频次达到 3 次，占比 14.29%；民情教育频次

达到 2 次，占比 9.52%；社情教育频次达到 3 次，占比

14.29%；生态教育达到 2 次，占比 9.52%；法治教育频次

达到 4 次，占比 19.05%。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小学阶段的国情民情教育，教

材主题占比中，首要是国情教育，占比达到 28.57%，达

到了 6 次。其次是法治教育，占比达到 19.05%，在这是

乡情和社情，均为 14.29%。

1.2 授课年级频次

通过教材梳理，以具体年级为对象，结果如下：

二年级国情民情教育频次 4 次，占比 19.04%；三年

级国情民情教育频次 3 次，占比 14.28%；四年级国情民

情教育频次 4 次，占比 19.04%；五年级国情民情教育频

次 6 次，占比 28.57%；六年级国情民情教育频次 4 次，

占比 19.04%。

综上分析，从学段来看，主要集中在高年级，高年

级占比达到 47.61%，其中五年级是国情民情教育的重点

年级，占比 28.57%，占比最高的年级。因此，可以看

出，在小学阶段，大中小德育一体化主要是集中在高年

级完成国情民情教育任务。

2. 初中阶段

2.1 教材内容频次

将教材的内容按照频次来统计，具体如下：

在初中阶段从内容分类来看，国情教育频次达到

6 次， 占 比 35.29%%； 生 态 教 育 频 次 达 到 2 次， 占 比

11.76%；社情教育频次达到 4 次，占比 23.53%；法治教

育频次达到 5 次，占比 29.41%。

综上，可以看出初中阶段的国情民情教育，教材主

题占比中，首要是国情教育，占比达到 35.29%，其次

是法治教育，占比达到 29.41%%，在这是社情，占比为

23.53%。

2.2 授课年级频次

通过教材梳理，以具体年级为对象，具体如下：

七年级国情民情教育频次 1 次，占比 5.8%；八年级

国情民情教育频次 8 次，占比 47.05%；九年级国情民情

教育频次 8 次，占比 47.05%。

综上，从学段来看，初中阶段，国情民情教育的

主要年级主要集中在八年级和九年级，二者占比达到

84.1%。

3. 大学阶段

将教材的内容按照频次来统计，具体如下：

3.1 教材内容频次

将教材的内容按照频次来统计，具体如下：

在大学阶段从内容分类来看，国情教育频次达到 6

次，占比 33.33%；生态教育频次达到 2 次，占比 11.11%；

社情教育频次达到 4 次，占比 22.22%；党情教育频次

达到 2 次，占比 11.11%；法治教育频次达到 4 次，占比

22.22%。

综上，可以看出大学阶段中，将教材的内容按照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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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频次最高的是国情教育，占比达到 35.29%，其次是

法治教育和社情教育，占比均为 22.22%。

3.2 授课课程频次

由于在大学阶段，大一年级会接受《思想道德与

法治》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两门课的教育。因此，以具体课程为对象，具体统

计结果如下：

对应课程 频数 占比

思想道德与法治 6 33.3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 66.66%

从课程来看，在《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情民情

教育频次达到 6 次，占比 33.33%；在《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上，国情民情教育频次

达到 12 次，占比 66.66%。综上，可以得出大学阶段国情

民情教育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为主渠道，占比达到 66.66%。

四、研究结论

（一）以国情民情教育为依托，促进德育课程的一体

建设

一是促进大中小德育纵向性发展。大中小德育一体

化，突出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纵深性建设。以学段为基础，

突出学生主体作用，以国情民情教育为依托，促进各学

段德育课程的纵深性建设。

二是促进德育统筹性融合。在德育一体化建设中，

关键要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融入

国情民情教育，不仅突出了教师为主导的针对性建设，

还能促使学科在今后的发展中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

（二）以国情民情教育为依据，为德育一体化提高教

学整合效果

德育课程理论性强，通过教材整合，对教材内容有

针对性地进行梳理，将德育内容进行分类，以国情民情为

例，国情教育包括国情、党情、乡情；民情教育包括民

情、社情、亲情。其次，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贴近学生，

避免照本宣科，让德育“活”起来。以国情民情教育为依

据，为德育一体化提高教学整合效果，具体路径如下：

一是内容有深度。国情民情内容需要结合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建党一百周年等时政热点，引导学生在入心

的同时，更要植根于思，实践于行。处于两个一百年的

历史交汇期，引导学生面对百年之未有的大变局中蕴含

的机遇与挑战。

二是内容要有温度。在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中通

过国情民情教育，打造情景体验式教学，提升德育教学

温度，增强理论的理性力与情感力。通过实践教学、情

景剧、诗词朗诵、红色家书分享等形式，不仅能让德育

“活”起来，而且能让学生“抬起头”，使德育课程入

耳、入心、入脑。

三是内容有广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社会主义合

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

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

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把个人理想追求

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以国情民情教育为依托，后植

爱国主义情怀，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凝聚起中华

儿女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三）以德育课程为主要阵地，增强立德树人的培育

功效

以德育课程为主要阵地，充分发挥德育课程的主渠

道作用。将立德树人，贯穿于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仅增

强德育一体化中时代新人的培育功效，还提升立德树人

的培育功效。

一是贴近生活，把理论生活化，运用国情民情为切

入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德育焕发出新活力；二是

贴近实际，把内容故事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

音。充分利用情境式教学，增强教学实效性，让德育激

激发新动力。三是贴近学生，教学规律化，遵循学生发

展规律，有的放矢开展教学活动，让德育焕发新活力。

四是将课程链与育人链结合。以往的德育“上天”有余，

“入地”不足，将国情民情融入，弥补德育不够接地气

的情况，让新时代新思想走进学生，走入学生的脑，走

入学生的心，走入学生的耳。五是课程育人与育人格局。

大中小德育一体化中国情民情教育，打通了课程与育人

的关键一环，德育一体化，把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

人贯彻其中。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将育人实效从课堂

内延申至课堂外，从小学一直贯穿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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