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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基本要求 思想品德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

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教 育者施加系统的教

育影响，以培养和形成教育者所期望的思想品德的活动。 思

想品德教育是 一种发展变化的过程，它包括思想教育、政治

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简称德育。思想品德教 育过程简称德

育过程。 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是外部影响与个体活动相互作

用的结果。 在构成德育过程的各因素 之间存在着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本质联系，表现出其固有的规律性特点。在德育

过程中， 教育工作者必须把握住这些规律性特点，才能将德

育工作引领到科学化的轨道。 一、把握“德育过程是促进受

教育者知、情、行、意统一发展的过程”这一规律性特点， 

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持之以恒，注意知与

行的统一和德育过程的多种开端性 (一)深刻地认识到知、情

、行、意是构成思想品德心理结构的基本要素，把握好德育

过 程的四个环节 知即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现实社会道德关

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准则、规范的了解和掌 握。它包括对道

德知识的掌握、道德观念的形成、道德判断能力的提高、道

德信念的确立。 道德知识是指对道德经验的概括、理论的阐

释及规范的确定。这些知识，有的属经验概括， 有的是现象

描述，有的是理论分析，有的是历史回顾。道德观念是人们

对道德活动中各种关 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准则的反映。它表

现为对道德现象和行为的某种评价态度。道德判断能 力是指



具备对道德在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等方面加以认定的主

观条件。道德信念是指深 刻的道德认识与强烈的道德情感有

机结合，与道德意志、道德行为密切联系的道德观。人们 对

于某种人生观、道德理想和行为准则的正确性深刻且有根据

地笃信，便会产生对某种道德 义务的强烈责任感。道德知识

、观念、判断能力、信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这四个方面相

辅 相成，相互制约，构成了道德认识的完整内容。道德知识

和观念是基础，只有掌握了一定的 道德知识，形成了一定的

道德观念，才能形成和提高道德判断能力，确立一定的道德

信念。 道德信念的确立， 标志着道德认识达到了比较高级的

阶段。 学生有了正确而丰富的道德认识， 就能正确地进行道

德评价，提高道德行为选择能力，增强履行道德行为的自觉

性，预见道德 行为的后果。道德认识为人们思想品德的形成

和表现奠定基础。 情即道德情感，是指根据一定道德需要和

道德原则感知、理解、评价现实时所产生的一 切情绪体验和

主观态度。道德情感主要包括：对一定社会理想的追求，对

事业的眷恋，对祖 国、对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在人际交往

中对他人的尊重、友谊和热情，对不幸的同情，自 尊感，幸

福感、崇高感，责任感。道德情感为人们提供从事道德活动

的内在动机，提供道德 需要的表现及满足途径，并对道德行

为起调节作用。当学生对某个问题产生一定的情感，具 有强

烈的爱憎、好恶时，就会促使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追求或舍弃

、赞成或反对。反之如果学 生对某一道德问题抱冷漠态度，

缺乏情绪体验，就不会表现出强烈的、鲜明的反应。正如列 

宁所说： “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

理的追求” 。道德情感能推动道德 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 发



展为道德信念。道德情感为人们思想品德的形成和表现提供

动力性 精神力量。 行即道德行为，是指人们在道德认识、道

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支配下，对他人和社会作 出的可以观察

到的客观反应及所采取的实际行动。 道德行为主要包括道德

语言，道德意志行 为，道德行为习惯。道德行为是主观见之

于客观的关键环节，是个体道德心理功能转化为社 会效果，

实现社会意义的唯一客观标志。道德行为是人们形成和表现

思想品德的关键。 意即道德意志， 是指人们按照道德原则和

要求进行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时表现出来的决 心和毅力。道

德意志主要包括独立性、果断性、坚毅性、自制性等。道德

意志可帮助人们确 定道德动机与行为目的，选择行为方式，

执行道德决定。意志薄弱者尽管有某种道德认识和 情感，但

一遇到内外各种困难便不能坚持确定的道德原则。只有意志

坚强的人才能严格约束 自己，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不懈地履

行自己的道德义务，即使犯了错误，一旦认识到也会有 毅力

及时加以改正。道德意志为人们思想品德的形成和表现提供

调节性精神力量。 学校开展思想品德教育是为了培养学生个

体的思想道德品质， 它与学生个体道德品质的 构成和完善过

程是一致的。思想道德品质是一个集合范畴，它由道德认识

、情感、行为、意 志等因素构成，这些因素相互联结，作为

过程而存在。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应当被看作是这些 因素前后

依随的过程的集合体。 学生个体要具有某种思想道德品质，

必须同时在各个因素上 达到相应的要求。因此，学生思想品

德教育过程，也就是帮助学生个体逐步在思想品德的各 个方

面都达到要求的过程。而学生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的环节，

也是根据学生思想品德的构 成因素的形成情况来划分的。一



般地讲，德育过程共有四个环节，即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 

德情操、养成道德习惯、锻炼道德意志。这可以用 16 个字来

概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导之以行，持之以恒。 晓之以

理就是让学生了解作为一名学生或一个公民对国家、对社会

、对事业、对他人应 尽的道德义务，以及关于这种道德义务

的理论、原则、规范、范畴。要促使学生个体解决两 个方面

的矛盾，即从不知到知、从片面的知到全面的知以及正确观

念和错误观念的矛盾，从 而提高他们道德行为的选择能力，

增强履行道德义务的自觉性。在晓之以理时尤其要注重提 高

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帮助他们正确地进行道德评价。要把

握好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再从理性认识到道德实践这两

个阶段。 要晓之以理，必须动之以情， “情”不动，则“理

”不明。首先，要使之感动。 “感动” 是由“感”而“动” 

，从情感上打动受教育者，引起教育对象的内心触动。其次

，要进行感 化。 “感化”是由“感”而“化” ，以情感机制

去教化受教育者，使教育对象在心理上发生变 化。再次，要

做到感通。 “感通”是由“感”而“通” ，是教育者与受教

育者情感上的共通、共鸣。 导之以行重在道德行为习惯的养

成。道德行为习惯的教育是一种动力定型的教育。道德 习惯

的养成是一种从内心信念到行为实践的动力定型的过程， 它

支配着一种高度自觉的自由 的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习惯的形

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 

培养。 持之以恒就是锻炼学生的道德意志，一要培养他们自

我控制的能力，使其既追求意志自 由，又服从统一意志，做

到不头脑发热，不丧失理智，不感情用事，不失言失态。二

要培养 他们克服困难的能力，经得起磨难，耐受力强，意志



坚强，充满信心。三要培养他们的行为 能力，做到言行一致

，说到做到，把懂得的道理转化为行动。四是培养他们的进

取心，坚持 进行自我道德修养，不断地以“道德我”克服“

生物我” ，以“道德性”克服“生物性” ，战 胜自己，超越

自我，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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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