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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德育工作的构想
`

徐 东

(盐城工学院人事处
,

盐城
,

2 2 4 0 0 3 )

坚持德育首位
,

强化德育工作
,

全面贯彻
“

普通

高校德育大纲
”

是高等教育的重要 目标
。

但是
,

如何

才能使高校德育工作有目标
、

有步骤地开展
,

并且能

够生动活拨
,

易于学生接受和欢迎
,

却是目前急需解

决的重要课题
。

笔者对此提出几点构想
,

以求问题的

解决
。

一
、

德育目标分级实施

德育工作的总 目标就是使学生经过德育 川练

后
,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

拥护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路

线
,

确立献身于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 冶方

向
;

努力学 习马克思主 义
,

逐步树立科学世界观
、

方

法论
,

走与实践相结合
、

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
努力

为人 民服务
,

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
、

责任感
;

自觉地遵守法纪
,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健

康的心理 素质
;
勤奋学习

,

勇于探索
,

努力掌握 现代

科学知识
,

并从中培养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

进分子
。

也就是说
,

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
、

有道

德
、

有文化
、

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

由此总目标可 以看

出
,

高校德育工作系统地涉及到世界观与方法论
、

人

生观与价值观
、

马克思主义观
、

民主法制观
、

道德观
、

纪律与行为习惯的养成
、

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
、

个性

品质与心理素质
、

劳动观与职业观
、

审美观
、

基本路

线与形势政策
、

共产主义信仰与信念等诸多方面
,

内

容丰富
,

要求明确
。

这是一项整体的系统工程
,

必须

有计划
、

有步骤
,

循序渐进
,

逐步实施
。

因此
,

构想结

合学生具体实际
,

将德育工作总目标按学 习阶段和

年级的不同具体分解为三个分级目标
,

逐步接近和

实现
,

从而达到总目标的要求
,

进而增强德育工作的

实效性
。

1 级目标 进行人 生观
、

价值观
、

道德观
、

劳动

观
、

职业观
、

纪律与行为习惯养成等教育
。

对学生进行系统的人生理想与态度
、

劳动巍
业的观点及态度

、

人生价值的评价
、

中华民族优良道

德传统
、

社会公德与社会主义各项道德规范
、

纪律与

文明 习惯的养成等教育
。

使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当

代大学生在政治
、

思想
、

道德品质等方面应具备的基

本要求
,

树立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人生观
、

价值观
,

养成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品 质与文明行为

习愤
,

基本适应高校的德育管理与训练
。

2 级目标 进行马克思主义观
、

集体主 义与爱国

主义
、

民主与法制观等教育
,

使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

观与方法论
,

并充分认识和重视其意义及作用
,

能以

正确的理论分析指导自己的言行
;

进行党史与革命

史
、

历史国情
、

民族与文化等爱国主义教育
,

增强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与责任感
,

自觉地把个人利益与国

家
、

集体
、

民族利益联系起来
,

正 确处理三 者间的关

系
,

立志做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

决心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
。

3 级目标 进行基本路线与形势政策教育
、

共产

主义信仰和 信念教育
、

个性品质和心理 素质教 育
、

审

美教育
。

通过教育使学生能正确掌握党的各项路线
、

方针和政策
,

正 确地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政治形势

与国际关系
,

坚定社会主义与共产 主义信念
,

具备良

好的政治思想素质
,

并自觉地运用和体现于 自己的

言行举止之中
;
具备良好的个性品质与心理调适能

力
,

具备健康
、

高雅的审美情趣和正确的审美观点
,

建立和 倡导现代
、

文明
、

科学的生活方式
,

最终成为

社会主义的
“

四有
”

建设者
。

应该指出的是
,

三个分级 目标要紧密地联系起

来
,

不能孤立地进行训练
。

训练中既要根据具体时

期
、

具体情况有所侧重
,

又要全面渗透
,

注冀整体效

应
,

才能最终达到德育总 目标的要求和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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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德育课程的设置

德育工作复杂而细致
,

具有长期性
、

广泛性
、

渗

透性等特点
。

以必修课
、

选修课
、

课外活动
、

专业实践

与社会实践为主要载体
,

设置德育课程
。

辅以优化的

管理机制
,

可使德育工 作既生动活泼
,

又扎扎实实
,

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开展
。

1
、

学科课程 学科课程是 对学生进行德 育训

练的主渠道
,

在德育过程中居主导地位
。

它是
`

个 琢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教育课为主 体
,

以选

修课及其它学科为基点的动态网络体系
,

强调 l[ 的

性
、

知识性
、

渗透性
。

在实施过程中
,

应注意把活动引

入课堂
,

丰富学生的感性知识
,

增强德育的生动性
、

愉悦性
。

( 1 )
“

两 课
”

教学 马克 思主义理论课和 思想 品

德课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德育实践

中 居于主要地位
。

因此
, “

两课
”
教师要积极

、

主动地

承担德育任务
,

密切联系实际进行教育教学
,

为德 育

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和 思想基础
。

( 2) 其它各学科教学 这也是对学生进行政治

思想品德教育的基本途径
,

因而各科教学也要贯彻
“

大纲
”
精神

,

寻找教材与德育工作的结合点
,

制定学

科德育训练计划
,

有机地联系实际进行德育训练
。

( 3) 德育选修课 针对学 生的具体情况
,

有 日

的
、

有计划地开设
“

国情与政策
” 、 “

国史与革命史
” 、

“

道德修养
”

等选修课程是拓宽学生视野
,

提高学 生

理性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
。

2
、

活动课程 活动课程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
,

它包括
:

( l) 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具有寓教于乐
、

轻松活

泼的特点
,

有着显著的教育效果
。

让学生组织和参与

诸如主题班会
、

专题讲座
、

各类文体活动等
,

可调动

他们自我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陶冶他们的思想

品德和道德情操
。

( 2) 专业实践 和社会实践 教师应认真组织好

学
`
{
一

的务类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
,

带领学生走 出校

园
,

深入基层
,

接触社会
,

参加各种各样的生产实践

活动
,

在实践中了解社会
,

了解国情
,

引导学生学习

各条战线 L优秀劳动者立足本职
、

勤奋
_

〔作
、

无私奉

献的崇高品质和艰苦朴素
、

热爱劳动等优良作风
口

几 {踌
、

环境课程 环境课程是德育工作中的 一

个重 要的外部因素
,

它主要包括硬环境和 软环境两

部分
,

硬环境主要指校园的物质环境
,

软环境主要指

德育氛围
。

优美
、

良好的环境能起到美化心灵
、

陶冶

情操
、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和提高德育工作实效的重

要 作用 因此
,

我们必须注重校园德育环境的建设
,

不仅要建设
一

个融思想性
、

科学性
、

知识性
、

艺术性

醉
一

体的文化环境
,

还要创造一个好的德育氛围
,

使

宁 牛在这种良好的德育环境中自觉地接受思想品德

教育
,

增强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和协调性
。

三
、

优化德育管理机制

优化德育管理机制对于保证德育方案的实施
,

提高德育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

首先
,

要建立

健 全德育管理机制
,

形成学校— 系科— 班 级
一

共青 团一 学 生会德育管理网 络机制
,

网络各

个环 节要从全局 出发
,

根据各 自的工作职能的要求

相互协调
,

相互配合
,

积极有效地开 展德育工作
,

形

成
一
个人人重视

、

人人参与
、

齐抓共管的德育管理格

局
。

其次
,

要充分重视德育管理中人的因 素
,

充分 发

挥 人的作用
。

要注意发挥德育主体 (教育者 )的教育

引导作川和德育客体 (受教育者 )的自我教育与管理

的 主动性和 积极性
。

最后
,

还应根据德育 目标和过

程
,

建立 专门的德育考评机构
,

制定具体的德育考评

办法
,

对学生的各方面表现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

从

而树立止气
,

奖励先进
,

鞭策落后
。

应当指 出的是
,

以上各部分是德育工 作的有机

组成部分
,

它们相互联系
,

形成德育的整个过程
,

在

实际工作中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
,

孤立地看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