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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常用的培养学生良好的态度和品德的方法有：

说服、榜样示范、群体约定、价值辨析、奖励与惩罚等。 一

、有效的说服 教师经常应用言语来说服学生改变态度，在说

服的过程中，教师要向学生提供某些证据或信息，以支持或

改变学生的态度。 (一)呈现证据注意点 对于理解能力有限的

低年级学生，教师最好只提供正面论据，对于理解能力较强

的高年级学生，教师可以考虑提供正反两方面的论据；当学

生没有相反的观点时，教师应只呈现正面观点，不宜提出反

面观点，当学生原本就有反面观点时，教师应该主动呈现两

方面观点；当说服的任务是解决当务之急的问题时，应只提

出正面观点，当说服的任务是培养学生长期稳定的态度时，

应提出正反两方面的材料。 (二)说服注意点 教师的说服不仅

要以理服人，还要以情动人。一般而言，说服开始时，/考/

试大/富于情感色彩的说服内容容易引起兴趣，然后再用充分

的材料进行说理论证，比较容易产生稳定的、长期的说服效

果。教师进行说服时，还应考虑学生原有的态度。教师应该

以学生原有的态度为基础，逐步提高要求。 二、树立良好的

榜样 (一)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主要指人如何在社

会环境中进行学习。班杜拉认为在社会学习过程中，人不是

消极地接受外在刺激，而是经过一系列的主动加工过程，对

外在刺激进行选择、组织，并以此调节自己的行为。 观察学

习是社会学习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它是通过观察他人所表



现的行为及其结果发生的替代性学习。这种学习过程并非直

截了当完成的，相反要经过注意榜样的行为特征、在头脑中

组织和编码所观察到的信息、以适当的方式再现出所观察到

的行为方式、对这种行为方式进行各种形式的强化等过程来

实现。其中强化不仅包括外部强化，还包括自我强化和替代

强化。替代强化即观察者因看到榜样受到强化而如同自己也

受到强化一样，是一种间接的强化方式。班杜拉认为．观察

学习中替代强化或替代惩罚是非常重要的。(二)呈现榜样注

意点 1．给学生呈现榜样时，应考虑到榜样的年龄、性别、

兴趣爱好、社会背景等特点，以尽量与学生相似，这样可以

使学生产生可接近感。 2．给学生呈现受人尊敬、地位较高

、能力较强且具有吸引力的榜样。 (三)榜样行为示范的方式 1

．直接的行为表现；2．言语讲解来描述某种行为方式；3．

身边的真人真事的现身说法；4．各种传播媒介。 三、利用

群体约定 具体操作程序： (一)清晰而客观地介绍问题的性质

。 (二)唤起班集体对问题的意识，使他们明白只有改变态度

才能更令人满意。 (三)清楚而客观地说明要形成的新态度。 (

四)引导集体讨论改变态度的具体方法。 (五)使全体学生一致

同意把计划付诸实施，每位学生都承担执行计划的任务。 (

六)学生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改变态度。 (七)引导大家对改变

的态度进行评价。使态度进一步概括化和稳定化。 四、价值

辨析 价值辨析是指引导个体利用理性思维和情绪体验来检查

自己的行为模式，努力去发现自身的价值观并指导自己的道

德行动。 在价值观辨析的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利用理性思

维和情绪体验来检查自己的行为模式，鼓励他们努力去发现

自身的价值观，并根据自己的价值选择来行事。 一种观念要



真正成为个人的道德价值观．须经历三个阶段七个子过程。 (

一)选择阶段 1．自由选择。让学生思考“你认为你是从什么

时候第一次产生这种想法的?” 2．从多种可选范围内选择。

让学生思考“在你产生这一想法之前，你经常考虑什么事情?

” 3．充分考虑各种选择的后果之后再行选择。让学生思考

“每一种可供选择途径的后果将会怎样?” (二)赞赏阶段 4．

喜爱自己的选择并感到满意。让学生考虑“你为这一选择感

到高兴吗?” 5．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选择。让学生回答“你

会把你知道的选择途径告诉你的同学吗?” (三)行动 6．按自

己的选择行事。教师可以对学生说“我知道你赞成什么了，

现在你能为它做些什么呢?需要我帮忙吗?” 7．作为一种生活

方式加以重复。教师问学生“你知道这一途径已经有一段时

间了吗?” 这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赋值过程”。 由于

价值辨析的方法基本是诱导性的，教师的作用就在于设计各

种活动，运用各种策略来诱发学生暴露、陈述、思考、体验

并实现某种价值观。教育者不仅要帮助学生去辨析各种价值

观念，而且还要引导学生自觉、自愿地选择符合社会道德原

则的价值观念。但最终的抉择要由学生作出。 五、给予恰当

的奖励与惩罚 奖励和惩罚作为外部的调控手段，不仅影响着

认知、技能或策略的学习，而且对个体的态度与品德的形成

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奖励的类型 奖励有物质的(如奖品)

，也有精神的(如言语鼓励)；/考/试大/有内部的(如自豪、满

足感)。也有外部的。 (二)给予奖励注意点 给予奖励时，首先

要选择、确定可以得到奖励的道德行为。其次，应选择、给

予恰当的奖励物。最后，应强调内部奖励。 (三)惩罚的方式 

从抑制不良行为的角度来看，惩罚还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助



于良好的态度与品德形成的。当不良行为出现时，可以用两

种惩罚方式：一是给予某种厌恶刺激；二是取消个体喜爱的

刺激或剥夺某种特权等。 除上述所介绍的各种方法外，角色

扮演、小组道德讨论等方法对于态度与品德的形成和改变都

是非常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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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