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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上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

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为新时代做好学生思想政治

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方法。高校教师在新形势下，

要充分利用好“教书育人”这个互动渠道，将德育贯穿到整

个教育过程中，坚持在创新中加强，在加强中创新，不断提

升德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找到具有科学性理据和实效性方

法的实现路径。

一、目前国内研究动态分析

新形势下，学界对德育价值的实现路径有了新的认识和转

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从受事主体看，由发展器物到发展人的转变。重视人，

回归人，是目前德育研究途径的一个重要方向。刘桂芳（2009）

认为，高校德育课程应以人文关怀为取向和基本路径。李辉

（2011）指出，高校德育应将回归人作为基本路径，应从人

的需要、人的发展、人的心路历程出发，建构大学生全面发

展的教育路径。

2. 从施事主体看，由排列组合到协同创新的转变。智育

与德育的组合，专业课与德育课的组合，专业教师和辅导员

的组合，这都是实现德育的重要因素的互相结合，也是过去

学界关心的研究内容。协同创新模式的提出是适应新形势的

历史选择，也是学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刘兵勇等（2014）

提出了构建以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同为核心的四位一体的

协同模式，有效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化、系统化

和规范化。

3. 从研究视角看，由研究泛化到精细化的转变。较早对

德育的研究多集中在横向的研究，如载体涉及专业课、正式

德育课、隐性德育，主体涉及辅导员、管理者、专业教师。

后来的研究开始逐渐关注纵深面，比如德育形态的研究，体

现了精细化的研究风格。骆郁廷等（2017）认为形象通过模

仿、渗透、认知等途径传载思想而成为德育载体，形象德育

成为一种新的德育形态。龙献忠等（2017）认为要从德育理

念人本化、德育过程协同化、德育方法艺术化、德育评价立

体化、德育场域生活化等方面着力，探寻高校德育生态化发

展的现实路径。

这三个方面的转变是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当前我国的

学校道德教育依然难以挣脱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德育实效低

下”的老大难问题，欲要突破，必然革新。

二、“一二三四”改革创新思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要把

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要创新德育形式，丰富德

育内容，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以增强德育

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因此高校教师应努力探索学校德育

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让学生学会做人。主要体

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第一，创新工作内容。德育工作内容非常广泛，教育者

需深挖时代感强的鲜活内容，用活理论帮助学生找到真知，

用活实践帮助学生成长。第二，创新教育载体。高校师生对

新知识和新技术非常敏感，必须善于运用“互联网 +”创新

教育载体；结合广大师生的精神文化需求，把深刻道理通过

创新的语言表达和新媒体手段讲清楚、讲透彻，为思想政治

工作拓展空间。第三，创新互动机制。教育者需要研究把握

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创新互动机制，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网络技术深度融合。在具体操

作层面，可以运用“一二三四”改革创新思路来指导。

1. 一个中心：“人”的培养。教育的本质是人才培养，

促进人的成长和发展，这里的“人”既包括受教育者，也包

括教育者，甚至包括二者的关系人，不仅要即时受益、阶段

受益，还要终身受益。即时受益的教育指的是即学即用，当

时就能受益，比如实践操作类的学习。沂蒙精神可以通过课

堂教师的讲授展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参观沂蒙抗战博物馆这

种实地考察的方式进行直观体验。阶段受益的教育指的是需

要一定的时间成本才能受益，比如技能类的学习。计算机、

外语、心理咨询等过级考试就是阶段性的教育。在阶段受益

课程中可以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将拼搏、理想、努力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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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给受众。终身受益的教育指的是短时间内受益不明显，

但坚持住之后，一生受益。比如理论类的课程。思想政治教

育课程多为理论类课程，对学生的情感需要、思想动态、价

值观的形成具有终生有益的作用。

2. 两个观念：科学观和合力观。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

就要从学生的心理、情感、三观等内心世界出发，不断更新

德育内容、拓展德育外延，始终坚持方向性、实践性、思想

性、科学性的原则；德育是教师行为，是学校行为，亦是社

会行为，德育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整合全社会

的力量分层、分流进行针对性培养。

3. 三个模式：形象德育模式、生态德育模式、叙事德育

模式。传统的德育形态以说理为主，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

展尤其是互联网 + 时代的到来，德育新领域、新形态的拓展

成为可能，该课题将重点探索形象德育、生态德育、叙事德

育三种新式形态、三种创新模式。

4. 四个策略。四个策略为强势显性策略、柔势显性策略、

强势隐性策略、柔势隐性策略。一直以来，学界一致认同德

育为隐性教育，这只是一个方面。从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角

度可以把德育内容分为显性和隐性，将德育方式分为强势和

柔势，从策略方面可以划分为强势显性、柔势显性、强势隐

性、柔势隐性四类。

三、改革创新的原则

德育教育内涵丰富，内容涉及家国教育、信仰教育、价

值观教育等，这些内容对个人成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

是在高校人才培养方案有限的学时内，很难做到全面详尽。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专业特点，只有

结合专业特色，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下，将思想政治

教育融合进去，这样才能精准地进行德育。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 处理好理论与实践课程的关系。任何教学都离不开理

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德育教学也不例外。专业理论学习是

基础，指导实践又淬炼于实践，所以理论学习是第一位的，

专业教师要把基础理论课程深入浅出地讲给学生，让学生理

解、掌握。同时，实践技能也同样重要，甚至在理论指导下

的实践能力是我们培养学生的一条最高准则。教师要善于将

理论融进实践，用实践证明理论，将理论和实践融会贯通有

机结合，真正将德育教育落到实处、落地生花。2018 年 6 月，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首次提出“金课”一词，他表示，大学生

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大学本

科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真正把

“水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德育

教育也要沥出水分，提高专业课的理论高度，增加专业课的

深度和内涵，提升专业课的规格，助益专业课打造成货真价

实的“金课”。

2. 教师需要内强素质外塑形象。2018 年 11 月 16 日，

教育部正式印发实施《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引导广大教师结合教书育人实践，增强行动自觉，时刻自重、

自省、自警、自励，做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

德育德的楷模。教师的身份具有社会公共性质，全社会对教

师形象是抱有预期和既成思想的，所以教师不只是一份职业，

还得符合社会公众期待。高校教师面对的是已经成人的大学

生，更要加强自身修养，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专业课教师

不只是要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还要有榜样和示范作用，引

领学生的思想动态，用学养、修养、素养去影响学生，成为

学生的人生指路的明灯和通亮的镜子。德育教育不是讲大道

理，不是高深莫测的，它本就体现在言行举止的点点滴滴上，

它本就实实在在地扎根在普通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教师要

善于大事化小、举重若轻，用云淡风轻的教育技巧潜移默化

地指引学生。一个高素质的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只是积极

的，还是终身受益的，这样一代代传下去，先进的教育理念、

高层级的德育水平都会成为时代发展的有生力量。

3.“以人为本”教育理念贯彻始终。教育是一场尊重与

被尊重的修行，教师尊重学生，教师就被学生尊重，学生尊

重老师，学生就被老师尊重，这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就是建立

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之上的。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以“以

人为本”的理念办学，不光是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上，在德育

教育方面更是如此。“以学生为中心”是“以人文本”的实

现思路，教学改革、课程建设、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

式都是高校教师正在努力的方向。通过这些创新，不仅能够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思辨意识，还得将德育很好地融进学

生的知识体系中，促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4.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德育工作不是狭义上的思想政治

教育，是大思政观念，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成长

的必备要素。不必将德育孤立化，也不必将德育显性化。最

好的方式就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专业课程中的素材、用例、

案例、讨论、思考、作业等等都是其种植的土壤，第二课堂

中的活动、竞赛、座谈、交流等等都是其生长的肥料，实践

课程中的见习、实习、基地锻炼都是其滋养的条件。最终德

育工作在这种春风化雨般的环境下，让学生悄无声息的成长、

成才，最终成为担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

四、总结

通过专业课融入德育的改革创新研究，可以找到师生之

间更好的相处模式、更为理想的互动关系，对国内高校师生

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教育与被教育、引导与被引导关系的

有效建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人才

的全面发展提供最为深厚的精神动力资源，为人才的全面发

展设定一种普遍性的价值坐标，为人才的全面发展创设高远

的人生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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