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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教育目的范畴的一个下位概念，具

体指希望在受教育者身上培养的道德素质的规格要求或质量

标准，它是德育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属，对德育实践起着根本

性的指导作用。与教育目的一样，德育目标具有历史性、社

会性、价值性等特征。在阶级社会里，德育目标还具有鲜明

的阶级性。 2、德育内容：是用以形成人们品质的各种社会

政治、思想、法律和道德知识、准则、法律规范和其他社会

规范的总和，是经过主观选择的、适合社会发展需要和青少

年身必发展需要的社会政治、思想、法律和道德文化。德育

内容是德育工作的载体和媒介。 3、德育过程：即在德育目

标的指导下，将经过选择的德育内容内化为学生个体的品德

素质结构，并使之发生所期望的整体性变化的过程。从教育

者的角度来说，德育过程是德育目标实施和实现的过程；从

受教育者的角度来说，它是个体的素质结构不断形成和改善

的过程。德育过程是在一系列的矛盾中展开的，是一系列的

矛盾运动和变化的过程。 4、德育原则：是指教育者在德育

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德育原则对于德育工作具有直

接的、具体的指导作用。 5、德育理论：不同于德育经验，

它是概念化、抽象化和系统化的德育知识体系，是大量的德

育经验的结晶，是德育学术研究的结果，是对德育工作规律

的主观追求和表达。德育理论对德育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作

用，为德育工作的科学化提供知识基础。德育理论的贫乏和



滞后是影响德育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 6、社会主义的

初级阶段我国中小学的德育目标：根据中小学生身心发展的

规律，有系统、有层次、有针对性的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政治思想教育、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使广大中小学生

从小树立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掌握基本的

现代政治、思想、法律和道德知识，培养他们积极而真挚的

政治、法律和道德责任感、义务感、荣誉感，使他们具有良

好的政治、思想、法律和道德心理品质与行为习惯，为最终

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奠定牢固的基础。 7、我国中小学德育的内容：第一，社会

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政治方向和价值观教育；第二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第三，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教育；第四

，充分继承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遗产，并与现代社会生活和

生产相适应的社会公德教育和人生观教育；第五，全球伦理

与环境伦理教育。 8、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教育心理学

是研究教育学教学情境中教与学的基本心理规律的科学，它

主要研究教育教学情境中师生教与学相互作用的心理过程、

教与学过程中的心理现象。确定这一内容为本学科研究对象

的理由包括：①它反映了教育的本质①它反映了教育系统的

基本结构①它反映了当代教育心理研究的成果①这一研究对

象的确定，有利于与其他心理学分支的研究对象进行明确区

分。 9、学习：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由于练习或反复经验产

生的行为或行为潜能比较持久的变化。或，学习是由于经验

所引起的行为或思维的比较持久的变化。阐述如下：①学习

的发生是由于经验引起的。这种经验不仅包括外部环境刺激



以及个体的练习，更重要的是包括个体与环境之间复杂的交

互作用。②只有当个体在经验的作用下发生了行为上的变化

，才能认为学习发生了。但有时这种变化未必立即见诸行为

，而只是导致了行为潜能上的变化或者说思维上的变化，也

可礼为发生了学习。当然，这些变化必须是持久的变化，而

非短暂的、一时的变化。③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行为发生了

变化就意味着学习的发生，只有当行为的变化是由于练习或

反复经验所导致的，才能视为学习。④学习是一个广泛的概

念。 10、学习迁移：指的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

即学生已获得的知识经验、认知结构、动作技能、学习态度

、策略和方法等与新知识、新技能之间所发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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