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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尧兰兵

四川省资中县龙山国政小学　四川　资中　641218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抓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直接关系

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是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我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能否实现。思想政治素质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具有导向、动力和保证作用，必须把思想政治素质放在素质教育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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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

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

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

立德树人，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抓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直接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是否取得

成功，关系到我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思想政治素质在青少年成长

过程中具有导向、动力和保证作用，必须把思想政治素质放

在素质教育的首位。道德与法治课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要渠道，在培新和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具有独

特的优势，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如何进一步

加强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道德与法治课的教育性，

笔者认为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教师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加强自身建设。

切实加强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把德育落到实处，把道

德与法治课教学真正放到主导地位，教师必须端正教育思想，

转变教育观念，要认真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道德与法治教育

所面临的挑战，把道德与法治课的着力点放在“育人”上，

不断探索和创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途径，把

“三个面向”作为育人的指导思想，把“三全育人”作为育人

的时代要求，提高教书育人的意识和自觉性，把道德与法治

教育搞得更加生动、扎实、有效。

同时道德与法治教师必须要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有坚

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高尚的道德品质，自觉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不断学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注重“以身立教”、“为人师表”，在教学中深

入挖掘教材中思想教育的因素，不但要注意知识的科学性和

趣味性，还要注意思想教育的目的性和科学性，将传授知识

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依据教材和社会生活、学生的思想实

际、深入到学生当中，不失时机地加以正确引导，做到动之

以情、晓知以礼、持之以恒，使学生的政治素质不断得到提

高，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

思想政治工作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旗帜问题，学生是国家

和民族的未来，教育和培养好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奠基工程。因此，在道德与法治教学工作中必须讲政治、讲

大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没有正

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邓小平也指出：“学校应

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三、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民导内容，是动员和鼓

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

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教师要在厚植爱

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要把爱主义教育贯穿于道德与法治课

教学之中，将实施《爱国主义纲要》的任务落实到每一堂课

的教学过程中，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教育

引导学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

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着力培养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历史责任心，激发民族自尊心和自信

心，振奋民族精神，激励他们为国家振兴而奋发学习。

四、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教育部印发通知，明确指出：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级各

类丰富多彩的研学实践教育活动。社会实践是提高学生思想

政治素质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是思想政治素质的根本要求。

江泽民同志指出：“思想教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失。”

要引导学生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把开设专题讨论会、辩论会，

搞社会调查等，把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使学生在

实践之中获得真知，增长才干，培养能力，不仅可以提高学

生对学习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而且可开阔学生的眼界，让学生自主地参与、主动地活

动、能动地思考，理论联系实际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

思想政治课的德育功能落到实处，达到巩固理想教育的目的。

综合而言，21 世纪新课改理念的基本要求和当前育人观
念的客观需求都要求中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学中落实对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一个任务艰巨的命题，需要全体道

德与法治课教师的辛勤教育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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