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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543031.htm 第九章 德育 $1 德育的

意义、目标和内容 一、德育的概念 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

德教育的总称。 学校德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

求和受教育者，品德形成的规律与需要，有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社会思想道德影响，并通过受教育

者品德内部矛盾运动，以使其形成教育者所期望的品德的活

动。 二、德育的意义（简答） 1.德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条件和保证。 2.德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条件和保证

。 3.德育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条件和保证。 三、德育目标？？

？？？ 四、德育内容 1.政治教育 2.思想教育 3.心理健康教育

4.道德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任务： a。培养学生良好的

心理素质 b。排除学生的心理障碍 c。进行心理咨询与治疗 心

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学习辅导、生活辅导、择业辅导。 $2德

育过程 1.德育过程的概念 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

借助于德育内容和方法，进行施教传道和受教修养的统一活

动过程，是促进使受教育者道德认识、道德情感、 道德意志

和道德行为发展的过程，是个体社会化与社会规范个体化的

统一过程。 2.德育过程与品德形成过程的关系 德育过程与品

德形成过程即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德育过程是教育过程，

品德形成过程是发展过程。 二、德育过程的结构和矛盾 1.德

育过程的结构 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受教育者、德育内容、德

育方法四个要素组成的。 2.德育过程的矛盾 德育过程的矛盾

是社会通过教师向学生提出的道德要求与学生已有品德水平



之间的矛盾。 三、德育过程的规律 1.学生的知、情、意、行

诸因素统一发展的规律 a。知、情、意、行是构成思想品德的

四个基本要素 b。知、情、意、行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 知、

情、意、行四个基本要素是相互作用的，其中，“知”是基

础，“行”是关键：在德育具体实施过程中具有多种开端，

可根据学生品德发展的具体情况，导之以行开始，或从动之

以情开始，从锻炼品德意志开始，最后达到使学生品德在知

、情、意、行等方面的和谐发展。 2.学生在活动和交往中形

成思想品德规律 （填空）教育者应把组织活动和交往看做德

育过程的基础。 a。德育过程中的活动和交往的主要特点（简

答） b。具有引导性、目的性和组织性 c。不脱离学生学习这

一主导活动和主要交往对象的教师和同学。 d。具有科学性

和有效性，是按照学生品德发展规律和教育学、心理学原理

组织的，因而能更加有效地影响学生品德的形成。 3.学生思

想内部矛盾转化规律 4.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长期性和反复性

规律 $3 德育的原则、途径和方法 一、德育原则： 概念：根

据教育目的、德育目标和德育过程规律提出的指导教育工作

的基本要求。 2.我国中学德育的基本原则 a。导向性原则 b。

疏导原则 c。尊重学生与严格要求学生相结合的原则 d。教育

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原则 e。因材施教原则 二、德育的途径 我

国德育的途径主要有：政治课与其他学科教学、课外活动与

校外活动、劳动、共青团活动、班主任工作等。 1.政治课与

其他学科教学。是学校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对学生进行

德育的基本途径。 三、德育的方法 概念：为达到德育目的在

德育过程中采用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的总和。 2.德

育的基本方法：（简答、填空、选择） a。说服法：通过摆事



实、讲道理、使学生提高认识，形成正确观点的方法。说服

法包括：讲解、谈话、报告、讨论、参观。 ××使用说服法

要注意以下几点： 1.明确目的性 2.富有知识性、趣味性 3.注

意时机 4.以诚待人 b。榜样法 c。锻炼法 d。陶冶法 通过创设

良好的情境，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品德的方法。包括：人格

感化、环境陶冶和艺术陶冶。 ××使用陶冶法要注意以下要

求：创设良好的情境；与启发说服相结合；引导学生参与情

景的创设。 e。表扬奖励与批评处分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