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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育方法是实现德育目标、完成德育任务的

途径和手段，是教师与学生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的媒介和桥梁。简言之，德育方法就是

道德主体人格建构过程中，师生双方互动方式的总

称。传统的德育方法主要包括：说理教育法、榜样示范

法、实践锻炼法、修养指导法、情感陶冶法、价值澄清

法等。批判地继承传统的德育方法对加强德育工作有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借鉴传统德育方法的现实意义

借鉴传统的德育方法，旨在提高德育的科学性、
针对性和实效性，从而更好地实现德育目标。

１．它有利于体现德育的科学性

古人云：“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

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１］我们的祖先早已提出在

教育过程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即方法的问题，

离开了“法”，教育将无法进行。同样，德育方法的科

学性，直接关系到这项工作实施的成功与否。在新形

势下，有效借鉴传统的德育方法，不但有利于体现德

育内容的科学性，还能增强学科之间的有效渗透，使

德育工作体现思想性和知识性的黏合，并能发挥学

生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参与德育工作的

全过程，在实践中耳濡目染，提高其接受德育教育的

自觉性。
２．它有利于增强德育的针对性

在德育实践过程中，学生对教师开展德育的各种

方法往往产生不同的反应。不科学的方法容易引起学

生的排斥反应，使学生在排斥方法的同时也排斥教育

信息。这种状况更促使我们不得不对传统德育方法进

行研究以求借鉴并力求突破创新。传统德育方法重视

受教育者在接受德育信息时出现的心理偏差，意识到

不同的受教育者在自我意识上出现的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甚至同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由于时间、
地点、条件的差异也会呈现不同的状态，从而对症下

药，有的放矢。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

以下，不可以语上也。”［２］就是传统德育方法因材施

教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研究分析并借鉴传统德育方

法，对我们增强德育的针对性从而促使受教育者实现

理想和现实的同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３．它有利于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德育工作要求更

高、难度更大，德育的实效性亟待提高。只有站在时代

的高度，研究借鉴并吸取传统德育方法的精华，从而

改善当前不够成熟的德育方法，才有可能实现知识性

与实践性的统一、系统性与层次性的统一、严肃性与

活泼性的统一、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先进性与广

泛性的统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等等，并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学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帮助学生对

社会现象做出独立的、科学的价值判断，以求真正提

高德育的实效性。
二、传统德育方法在现代学校中的实际运用

古人在德育方法上的有益探索和实践，为现代学

校德育方法的实际运用提供了若干启示和借鉴。
１．多管齐下，同时注重正面引导

由于某些外部原因，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学校在

德育方法上一直主要采用的是灌输法。这虽然对提高

学生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具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方

法陈旧、简单、生硬，往往因脱离学生的思想实际、难
以解决学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而引起学生的逆

反心理，达不到预期的教育效果。随着市场经济的日

益发展，传统道德观念也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使

得我国社会在价值取向上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这种

多元化趋势要求我们不能只用单一的、低效的德育方

法来传授各种重要的道德准则和文化准则。要提高德

育的实效性，仅靠灌输等教育方法是不够的，因为青

少年学生品德的培养，不可能只通过个别方法来实

现，必定是科学地综合运用多种德育方法的结果。新

形势下，我们借鉴传统的德育方法，应注意把品德教

育与知识传授密切结合起来，把德育渗透到丰富多彩

的校园文化活动中，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

得到锻炼。当然，我们并不因此否认教师直接而理智

地传授德育内容的作用。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正面引导

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道德观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要求。总之，要提高德育的实效性，应多管齐

下、多层次灵活运用各种德育方法，通过教书育人、管
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同时注重教师的正面引

导，全方位、多渠道地开展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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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间接教育，全面渗透

古人在德育方面有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如寓

教于乐、寓教于活动等。我们现在也应以这种观念为

指导，透过隐蔽课程和结合各科渗透进行“隐形教

育”，通过“通识教育”扩展学生的视野，训练其抽象

与综合思考能力，使学生达到“内省外顾、高瞻远

瞩”；寓教于乐，把丰富多彩的校园课外活动作为正

规课程的有益补充。教师在把德育内容寓于各学科教

学和日常生活的同时，还应注重讨论法和故事法的运

用。讨论法，即引导学生对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道

德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教师应把他们既是确定又是

隐蔽的意图贯穿其中，不向学生提供现成的道德标

准，想方设法让学生按照他们的导向“自己”作出判

断。故事法主要是让学生尤其是小学生阅读或听人讲

述优秀文学作品和名人故事，从中获取科学的价值观

和人类美德。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获得专门技

能的人才，而是理想高远、才能全面、乐于助人、服务

社会的人才。只有提倡隐形教育，重视各学科的渗透，

才有助于这一目标更好的实现。
３．提倡“ 养成教育” ，强调道德实践

良好的品德不是单靠课堂教学所能形成的，还必

须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确立信念、自我修养、锻炼意志、
规范行为，通过切身体验和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形

成，这也是一种“养成教育”。“养成教育”作为一种

德育方法，研究的是在人们品德形成过程中，道德行

为的养成对品德结构整体发展的意义。它使受教育者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履行道德规范，反复经受锻炼，从

而养成一定的道德行为和道德习惯。在德育中实施

“养成教育”符合道德认识的规律：实践是认识的基

础，也是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源泉。正确的道德

认识源于丰富的道德实践，而“养成教育”的过程，就

是道德实践的锻炼过程。它通过引导学生履行各种行

为规范，经受检查、评价等来丰富他们的道德生活实

践，在道德的感性经验有了一定积累的基础上，上升

为对道德理性的认识。为此，我们应重视校内外各种

实践活动，提供实行道德练习的机会，让学生加深对

道德观念的理解。实践活动形式是多样的，既可以是

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又可体现在学生日常生活中。
课外活动也是塑造学生品德的重要途径，其内容可包

括社交、体育、文娱、志愿活动等；它不仅是对课堂教

学的补充和巩固，而且有助于多种素质的教育和养

成，有助于学生思想品德的正确培养。当然，我们提倡

“养成教育”、强调道德实践，是建立在对学生行为规

范和思想认识的训练和指导的基础上的。“养成教

育”作为德育的有效方法，已为中外德育实践所证

明。我国应在原有的基础上切实地探索一条适合我国

国情的“养成教育”的新思路，变零散的、个别的道德

教育为完整的、系统的体系。
４．教师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教师的形象和威严在学生心目中是具有崇高地

位的，学生在潜意识里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教师的言

行，因此使德育贯穿于每个教师个人的所有实践活

动，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培养学生良好习

惯和高尚品德的事半功倍的方法。这就要求我们要从

两方面进行不懈努力：一是教育部门要严格培养教

师。培养教师的机构不但要对业务素质有着较高的要

求，而且对教师个人的人品和道德风貌也要有严格要

求；教师从培养教师的机构中“毕业”时要经过一套

严格规范的考核，成绩优良才能参加选聘上岗。二是

教师本身必须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使自己在言谈举

止、行事态度等方面都堪称榜样。总之，作为与学生相

处时间较长、强有力影响学生成长过程的引路者和塑

造着，教师应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将对

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要求学生真正实现道德实践的

生活化和行动化，甚至即知即行，实现“致用”的目

的，教师本身首先应该尊重生命、尊重自己、尊重他

人，帮助弱者、关心幼小，热爱自己民族和国家，具有

独立自主精神、责任感和合作精神意识，具有崇高的

实践道德观念，具有科学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

规范。简言之，教师应是实践道德原则的典范。在日常

生活中，教师还应及时利用典型模范人物的感人事

迹，突出宣传其主要美德，鼓励学生向他们学习。
５．重视心理教育，培养健全人格

在现代社会中，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还必须重

视学生的心理教育，它既是德育的重要内容，又是德

育的重要方法。心理教育的任务，亦即其主旨和目的，

是提高学生的自我意识水平和自助能力，解决学生遇

到的各种心理问题，促进学生在思想和心理上的成

熟，培养学生健康的个性心理品质和健全人格。从这

种教育达到的直接结果看，它是德育的内容；而从这

种结果对德育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看，它是德育的方

法。对教育者来说，加强对学生心理问题的分析与指

导，有利于提高德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受教育者

来说，接受健康心理的培养和锻炼，有利于他们的社

会化进程，有利于他们道德上的成长和进步。
参考文献

［ １］ 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济南：
齐鲁书社，１９９２．１９５．

［ ２］ 朱熹．论语图文本．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６．９６．
（责任编辑 白文军）

林五星：传统德育方法的现代借鉴

6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