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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5_AD_A6_E6_c38_55752.htm 学生思想品德形成是

个体在社会生活和教育影响下，社会思想道德规范内化为个

体思想品德的过程，是经过群体活动、交往，由被动到主动

形成道德观念、道德行为习惯的过程。教育心理学认为这个

过程可以有以下阶段，教师宜根据这些阶段的特点进行指导

。1．心理准备。这是学生接受思想品德教育的前提。师生关

系，特别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态度影响着这种心理准备。

在教学中，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对掌握知识技能固然必需

，对思想道德教育则尤其重要。学生对教师抱有信任、尊重

等积极态度，教师所提的教育要求，则有可能被顺利接受。2

．提高道德认识，发展道德思维。思想品德的知、情、意、

行各种要素发展是不平衡的，某一阶段可以着重某一方面要

素的培养，辅之以其他方面。但就思想品德教育过程总体说

，提高道德认识，培养发展学生道德思维是其重要一环。在

教学中传授和学习系统科学知识、发展智力，为形成学生思

想品德提供坚实可靠的科学基础和智力基础。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的内容、性质不同，对品德形成的作用也不同。教师

应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充分发挥其思想道德教育因素的作用

。学生道德认识的发展，从获得道德观念到逐步掌握道德概

念，形成道德判断。但道德认识和一般的科学认识有区别，

道德认识不仅包括有关知识的获得，而且也包含着对某种道

德行为、社会生活现象的态度和评价，道德认识不仅是认识

活动的结果，也是情感体验的结果。道德信念是知识和情感



，理智活动和情感体验的熔合物。如果没有相应的道德信念

、道德动机，偶尔的利他行为不具有道德意义。因此在教学

过程中进行德育，要有意识地重视道德信念的形成，使之成

为主动要求得到维护和得到实现的道德需要，这就要求教育

者自身模范地遵守道德准则、言行一致。在改革开放条件下

，道德思维的培养尤其重要。教学中的思想道德教育要在提

高学生道德认识过程中，重视对学生道德判断力、道德推理

能力的培养，使之能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识别行为的是非、

善恶，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3．引导学生从知到行的转化，

培养品德践行能力。从道德认识到道德践行，从道德动机到

道德行为的转化是德育中基本的一环，引导学生从知到行的

转化，培养品德践行能力应是教学中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道德信念和道德情感是知转化为行的中间环节，是调节

行为的内在力量。道德情感的培养方面要重视创设一定道德

情境，注意教师自身的情感态度，注意以境育情，以情育情

。要注意向受教育者提出行动要求，没有要求就没有教育，

不提要求、或要求不适当都可能导致学生言行脱节。学生的

道德践行更多的体现在学习生活中，例如上课更认真地听讲

，更多地动脑筋思考问题，更重视提高作业质量，自觉地遵

守学生守则，改掉自己的某一缺点，等等。要组织练习和各

种实践，指导学生的行为方式，锻炼学生的道德意志，培养

学生控制、调节自己行为的能力。培养道德行为习惯，应创

设良好道德环境，使学生不重复不良行为，在练习和实践中

，发展品德践行能力。4．品德考查评定。品德考查和品德评

定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环节。一般有平时性考

查与总结性考查两种。完整的德育过程应当有品德考查这一



环节。但日常教学工作中提要求多，检查执行情况少，不利

于学生做到言行一致和良好行为与习惯的培养。教学中应当

重视对学生品德的经常性考查，利用反馈信息，调整教学中

的思想教育，同时为总结性的考查评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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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