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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

的思路和方式。德育方法对头，

事半功倍，德育方法不对头，事

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创新德

育方法，就是要把握规律性，增

强实效性，回到基础，回到生活，

回到实践，回到人本。
要变输灌为引导。德育是引

导不是去左右，德育是影响不是

去支配，德育是感染不是去教

训，德育是解放不是去控制。尊

重学生主体地位，了解学生主体

需求，激发学生主体创造力，引

导学生成长成才。德育不能居高

临下，板起面孔说教。要有平等

的态度、和谐的关系，心灵沟通，

感情交融，既讲“大道理”，又讲

“小道理”，既讲理，又动情，达到

情通理顺，入情入理，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的效果。
德育要靠人文关怀、道德情

感，靠人性化管理、人情味服务。
要把引导发展与关心服务结合

起来，把社会需求同尊重个性结

合起来，要变被动为主动。德育要

更加注重学生的德育参与和实

践体验，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思考。
实践证明，学生的发展，学

生的成才，不在于名校毕业，也

不在于名师培养，关键在于学生

的自我发展、自我教育。教育是

一个自我学习、自我完善的过

程，如果没有学生个体主动和自

我意识，学生就不可能全面发

展。现代德育要充分尊重和肯定

人的价值。人的价值分为自我价

值和社会价值。人的自我价值在

于人的自我发展、自我选择、自
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人

的社会价值在于个人对社会的

贡献。人的双重价值是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前者是前提、是基

础、是本质，后者是人的价值的

提升和拓展。
多年来，我们习惯把正确价

值体系作为一种理念和思想传

递，把学生作为德育过程中被动

客体，主流价值观教育与青年学

生自身社会性发展需求相脱离。
德育是社会要求，也是学生自我

发展的要求。因为任何教育只有

转化为自我教育，才能真正达到

教育的效果。
这种自我教育的潜力越是

得到发掘，就越能使个性化发展

和社会化发展和谐统一。因此，

现代德育必须直面社会开放和

价值多元的现实，正视道德冲

突，解决道德困惑，让学生自己

掌握批判武器，提升道德辨别

力、判断力、选择力，学会自己面

对人生，创造生活。
要变统一为差异。面对学生

不同差异，需要尊重学生的差

异，让每个学生都在他的天赋潜

能范围内充分发展，让他能走就

走，能跑就跑，能飞就飞，为每个

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这种差异

还体现在递进要求上。大中小学

德育要求是递进的。中小学德育

传授的是基本常识，具有非系统

的特点。而大学德育要上升为综

合性、理论性、系统性，而且要有

思维的纵深感，让学生不仅知其

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要变务虚

为务实。
德育要虚功实做，虚事实

办，软件硬做，软硬兼施。我们要

把德育目标、内容、政策、载体由

虚变实，把德育体制、机制、队
伍、投入由软变硬，虚指标量化，

软意识强化，软任务硬化。要从

具体问题抓起，从一件一件实事

抓起，做出明确的、具体的可操

作可检验的规定，形成有效机制

和长效机制。
德育工作要有狠抓落实的

本领，看准的事情，就要咬定青

山不放松，雷厉风行，抓紧实施；

部署了的事情，就要敢于动真碰

硬，有头有尾，善始善终。观念决

定思路，思路带来出路，制度产

生活力，操作就有效益。
强调德育务实还要解决实

际问题。关注学生所需所求，所

思所盼，所忧所虑，把解决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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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特别是要在创业就业服务、心理

健康教育、困难学生资助等方面

下大力气，多为学生办实事，做

好事，解难事。要变抽象为形象。
德育要注重把概念变事实，把抽

象变形象，运用鲜活事实、生动

形象教育启发学生。要创新话语

体系，多讲真话、实话、心里话，

少讲空话、套话、场面话；多讲言

之有物、入情入理的“家常话”，
少讲人人皆知，没错没味也没用

的“大道理”，力求做到深入而不

深奥，浅出而不浅薄，生动而不

生硬，不能把思想教育搞成脱离

实际的概念堆砌，搞成照本宣

科、言之无物的刻板说教。
当前，要针对青年学生中出

现的一些思想疑虑和困惑，从普

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出发，创设生

动问题情境，与热点面对面，与

学生心贴心，敢于直面困惑，善

于回答疑虑。运用他们容易接受

的形式手段，把讲道理与讲故事

结合起来，增强话语体系的亲和

力、感染力，增强话语体系的解

释力影响力。
（作者系山东省人民政府参

事、教授、博士生导师。选自《光
明日报》2012- 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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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学校的

德育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学生

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也呈现出

多元化的倾向，学校道德教育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反思我国道德

教育的现状，学校的教育工作者

已经开始探索新的德育模式，

“叙事德育”、“体验德育”、“无痕

德育”、“生态德育”、“精细德育”
等德育模式如雨后春笋般竞相

开放。综观这些德育模式，我们

不难发现其中都包含着生活性、
活动性的德育理念，是生活德育

范式的具体生成。
一、生活德育的内涵

德育是教育的永恒主题，甚

至“是整个教育的灵魂”。学校道

德教育的根本使命是引导学生

“成人”，促进学生品格的自我建

构和自我发展，而人作为社会存

在物是没有办法脱离生活世界

而存在的，学生也不例外。所以，

在对传统德育理念反思批判的

基础上，一些学者们提出了“生

活德育”的理念，强调学校德育

应该回归生活世界。
谈到生活与德育的关系，我

们就绕不开杜威与陶行知这两

位伟大的教育家。作为老师的杜

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命题。
他认为“学校必须呈现现在的生

活———即对于儿童说来是真实

而生机勃勃的生活，像他在家庭

里、在邻里间、在运动场上所经

历的生活那样”。学生在学校接

受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学生的生

活过程、成长的过程，学校教育

不能脱离学生的现实生活而存

在，道德教育也是如此。“我们必

须认识到道德原理与其他力量

一样在相同的意义上是真实存

在的；它们内在于社区生活和个

体的足以对付工作的结构之中

……根据这种信心行事的教师

将发现一切学科、每种教学方

法、学校生活中的所有事件都孕

育着道德可能性”。杜威认识到

了学校教育应该是道德性与社

会性的统一，道德教育不必专门

开设道德教育课程，而是应该融

入学校生活和各科教学之中。
作为学生的陶行知在总结

杜威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

实际情况，提出了“生活即教育”
的命题。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

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

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

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

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

教育更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

而成为真正的教育。”虽然陶行

知没有提出“生活德育”的概念，

但是“陶行知的德育思想和实践

乃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

生活德育范式构建的
理论维度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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