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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途径和方法 一、德育原则 (一)德育原则的概念 德育

原则是根据教育目的、德育目标和德育过程规律提出的指导

德育工作的基 本要求。德育原则对制订德育大纲、确定德育

内容、选择德育方法、运用德育组织 形式等具有指导作用。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学校德育原则是根据社会主义教育 

目的和德育目标，在系统总结社会主义德育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批判地继承、吸收、 借鉴历史上德育原则的有益经验，

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德育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关系， 揭示出德

育过程的客观规律，从而制订出正确处理和解决德育过程中

基本矛盾关系 的实际工作要求。 德育原则和德育规律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原则有

主观色彩，是人们根据一定的需要制订或提出的。正确的原

则必然反映了客 观规律的要求，但原则不等同于客观规律。

(二)我国中学德育的基本原则 1. 现实性与方向性相结合的原

则 基本含义：德育工作既要把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

，同时，又不能脱离 现实生活，而要关注学生的现实要求和

发展。 这一原则是依据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和目的以及学校

德育工作本身的要求提出 来的。 贯彻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是

： (1)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

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武装学生，保证培养目标的方向性。 (2) 

培养学生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想、

新观念，同时 在实践中逐步增强学生辨别是非和判断善恶的



能力。 (3) 引导学生将社会主义方向性渗透到日常学习、生活

、劳动和自我教育中， 既胸怀大志，又脚踏实地，做到从我

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4) 关注学生的现实生活、

品德状况和发展需要，使德育贴近学生的生活和 心灵。 2. 从

学生实际出发的原则 基本含义：教育者在德育过程中，应根

据学生的年龄特征、个性差异以及品德 发展现状，因材施教

，加强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这一原则是党的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在德育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对我国优良 教育传统

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符合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青

少年学生的身 心发展不仅存在着年龄特征而且存在着个别差

异，只有从每个学生的实际状况出发， 有的放矢，因材施教

，才能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贯彻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是： (1)

以发展的眼光客观、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正确认识和评

价当代青少年 学生的思想特征。 (2) 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

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教育，防止一 般化、成

人化、模式化。 (3) 注意学生的个别差异，因材施教。每个学

生都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和内心 精神世界，教育者要在充分

了解和认识学生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做到“一把钥匙 开一

把锁”，以收到良好效果。 3. 知行统一原则 基本含义：教育

者在德育过程中既要重视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道德的理论

教 育，又要重视组织学生参加实践锻炼，将提高认识和行为

养成结合起来，使学生做 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o~ 166 o 

这一原则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和社会主义教育

目的提出来的，并 符合德育过程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认

为，一切真知来源于伟大的实践，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社会主义教育要培养言行一致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只有



通过 品德实践才能真正形成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 贯彻这一

原则的基本要求是： (1) 加强思想道德的理论教育，用马列主

义基本观点和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 来武装学生的头脑，提

高学生的思想道德认识。 (2) 组织和引导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

践活动，促使他们在接触社会的实践活动 中加深认识，增强

情感体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3) 对学生的评价和要求要

坚持知行统一原则。 (4) 教育者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言行

一致。 4. 集体教育和个别教育相结合原则 基本含义：在德育

过程中，教育者要善于组织和教育学生集体，并依靠集体教 

育每个学生.同时通过对个别学生的教育来促进集体的形成和

发展，从而把集体教 育和个别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一原

则是对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成功教育经验的总结，符合社会

主义教育目 的的要求。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只有在集 体中才有可能培养起来。

实践证明，学生集体不仅是教育的对象，也是教育的主体， 

具有巨大的教育力量，应充分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教育学生。

当然，集体是由个人组 成的，个人也能对集体产生影响，所

以在加强集体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加强个别教 育。马卡连柯

指出，教师要影响个别学生，首先要去影响这个学生所在的

集体，然 后通过集体和教师一道去影响这个学生，只有这样

才能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这就 是著名的“平行教育原则”

。 贯彻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是： (1) 建立健全的学生集体。

在建立集体的过程中，教育者不仅要注意集体的组 织和管理

，更要注意集体意识、集体舆论的培养。 (2) 开展丰富多彩的

集体活动，充分发挥学生集体的教育作用。教育者要引导 学

生参与集体生活，培养集体主义观念和情感。 (3) 加强个别教



育，并通过个别教育影响集体，增强集体的生机和活力，将

集 体教育和个别教育统一起来。 5. 正面教育与纪律约束相结

合的原则 基本含义：德育工作既要正面引导，说服教育，启

发自觉，调动学生接受教育 的内在动力，又要辅之以必要的

纪律约束，并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这一原则是根据社会主

义教育目的提出的，符合德育过程的规律和学生的年龄 特征

。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的是开拓型的“四有”新人，因此在德

育工作中必须坚持 耐心细致的说理教育。青少年学生缺乏一

定的行为自控能力，这就决定了在正面引 导的同时，必须加

以必要的纪律约束。 贯彻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是： (1) 坚持

正面教育原则，以科学的理论、客观的事实、先进的榜样和

表扬鼓励 为主的方法，教育和引导学生。 (2) 坚持摆事实，

讲道理，以理服人，启发自觉。在进行说理教育时，做到事 

要实、理要真，情理交融。 (3) 建立健全学校规章制度和集体

组织的公约、守则等，并且严格管理、认真 执行，督促学生

约束自己的行为。 6. 依靠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的原则 基本

含义：在德育工作中，教育者要善于依靠、发扬学生自身的

积极因素，调 动学生自我教育的积极性，克服消极因素，以

达到长善救失的目的。 这一原则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德育中的

反映。任何一个学生身上既有积极因素的 一面，又有消极因

素的一面。同时，这两种因素是不断运动斗争着的，在一定

条件 下可以相互转化。学生正确思想品德的形成就是积极因

素不断增长、消极因素不断 克服的过程，就是学生思想中新

与旧、进步与落后的思想斗争和转化的过程。 贯彻这一原则

的基本要求是： (1) 教育者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全面分析和

了解学生，正确客观地评价学生 的优点和不足。 (2) 教育者



要有意识地创造条件，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将学生思想中

的消极 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3) 教育者要提高学生自我认

识、自我评价的能力，启发他们自觉地展开思想 斗争，发扬

优点，克服缺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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