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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素质教育背景下，小学教育不但要肩负起小学生知识教育的责任，还应该重视德育认知教育，因通过德育认知教育可以让小学生综

合素质提升，使其在其他学科教育中有更突出的表现，同时有利于小学生的未来发展。但是因为传统小学教育对德育教育工作不重视，所以

现代小学德育教育存在认知培养策略上的缺陷，而本文将针对这一缺陷进行分析，提出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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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背景产生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即现代社会企业在招

收人才时，不但应该考虑其专业水平，还要考察其综合素质，因此诞生

了素质教育的雏形。随后在不断的研究下人们发现，综合素质还有利于

小学生的学习状态、意识、思维发展，这时素质教育开始不断扩张，逐

渐包含了整个教育体系，小学教育自然是其中内容之一。而德育教育正

是培养小学生综合素质的课程，因此其是落实素质教育目的的“主力军”，

应当得到关注。 

1 小学德育教育作用与素质教育目的的关系 

1.1 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树立正确道德观念是德育教育的基础功能之一，即通过德育内容可

以感染小学生的内心，使其在情绪、情感、心理的作用下逐渐形成正确

认知与观念，而这两点是组成小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部分。如通过德育

教育工作，可以将“正直、勤劳”等德育内容传达给小学生，而在小学

生吸收这些内容之后，其面对事物就会考虑到道德上的影响，由此来判

断其事物的正确性，如果事物正确小学生则不断靠拢，如果不正确则逐

渐远离，这就是小学生综合素质的体现，体现了道德观念与素质教育目

的的关系。 

1.2 培养主动能动性 

主动能动性是指人面对事物时是否会主动思考、分析的行为，如果

人缺乏主动能动性，则即使其能力再高也是一纸空谈，可见主动能动性

的重要程度，而通过德育教育可以让小学生认识到主动能动性的作用，

激发小学生自主思考、独立思考的意识，这有利于小学生的学习质量。

如在德育教育中可以向小学生传达“强化自我是提高自身能力，获得荣

誉感的主要方法”等观念，加之教育方法的引导，使小学生主动通过学

习、思考来实现强化自我的目的。主动能动性在本质上就属于综合素质

内涵之一，这即为两者之间的关系。 

1.3 激发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在主动能动性基础上，人对既有事物的发展可能性进行

思考、实践的思维与追求，只有在良好的创新意识条件下，人与其所在

的集体才能不断超前发展，可见创新意识的重要性，而通过德育教育工

作可以让小学生认识到创新意识的作用，并帮助其学会如何多角度看待、

思考问题，这样即可实现激发小学生创新意识的目的。如在德育教育过

程中，向小学生传达“科技发展观”，加之其他教学方法来挖掘小学生

兴趣、培养多角度思维，使其创新意识被激发。 

2 小学生德育认知培养策略 

2.1 引导教育策略 

为了让小学生更好的接收德育内容，并对其进行认知，在德育教育

中建议采用“引导教育”策略来展开教育工作。在引导策略中，首先，

教师应该将小学生放在课堂主导位置，给予小学生旷阔的思想空间；其

次。通过“主题式引导”手段向小学生传达德育信息，这种手段可以保

证小学生在学习德育内容时的高接受度，使内容更深入的进入小学生脑

海，由此实现德育教育目的。例如，在小学德育教育过程中，为了让小

学生对“自强”观念进行认知，首先根据小学生兴趣取向播放了一则与

“自强”有关的“动画短片”（主题表现形式），其次向小学生提出了“自

强是什么的问题”，激发小学生思考，这种自己思考得出的结果会更深

入的印在小学生脑海，成功培养其综合素质。 

2.2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可穿插在其他教育法中的方法，要求教师围绕教

学内容来选择、创设案例，再通过案例来渲染小学生情绪、情感与心理，

让小学生有代入感的体会案例中的德育内容，完成后可以给小学生带来

深刻印象，实现素质教育目的。例如，某小学在德育教育中，教师为了

对小学生综合素质进行教育，采用了“瞎子阿炳”的案例，通过案例中

“阿炳”的生平经历与“二泉映月”，成功营造出了故事氛围，而小学生

在这种氛围下均表现出了极高的专注度，甚至被“阿炳”感动流泪，案

例展示完毕之后，教师要求小学生进行案例进行总结，如“你从阿炳身

上感受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由此即可对小学生素质进行培养。 

2.3 实践教学法 

虽然德育教育的实践性需求不如数学、语文等科目，但是这不代表

德育教育不需要实践性，且通过相关的实践活动更有利于学生体会德育

作用、重要性等，有助于学生的德育认知提升。例如，在某小学德育教

育当中，教师每个月都会组织小学生在校内进行以此德育实践活动，包

括“主动清扫校园”、“主动帮助老师处理力所能及的事务”等，这些

行为让小学生受到了很多赞扬，加强了小学生对德育内容正确性的肯定

及自身成就感，使小学生在德育教育中的表现更加优秀，同时对德育内

容有了深入的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综合素质得到了提升。 

3 结语 

综上所述，德育教育在现代教育理念中具有重要地位，应将德育放

在小学素质教育的核心位置，其主要负责小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本文就

德育认知培育进行了分析，在第一部分通过德育教育作用论证了其重要

性，随后为了避免德育教育盲目开展，文中第二部分提出了德育认知培

养方向与方法，通过方法可以起到培育小学生德育认知、实现素质教育

目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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