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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育教育对于教育界而言并非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伴随新课标的提出尤甚。而现实情况却呈现出两种极端：一方面大力倡导德育教

育，要求学校及教师重视学生的思想道德与德行品质，另一方面在教学实践中仍存在以学生成绩为中心的现象。故而本文将简要谈论小学德

育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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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现阶段及未来的发展都体现出对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需求，不仅

要求人才的专业知识过硬，还需具备极高的思想素质及道德品性。当下

教育界虽大力倡导德育，要求教师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但仍存在一些

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些突出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措施，希望对于现存问题

有所改善。 

1 小学德育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1.1 内容僵化 

教育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概念，其中既包含一些不变的方法与规律，

同时又要求教育内容要随时代而变，德育教育亦是如此。德育教育的目

的是培养综合性人才，是为了培育专业素质与思想素质皆备的学生。但

在当下的小学德育教育工作中，教育内容是刻板僵化的，大部分教学没

有关注当下的道德热点问题，未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认同感，反而

使得学生对其产生了抵触情绪。 

1.2 说教痕迹明显 

很多一线教师没有真正理解德育教育工作的内涵，片面理解德育教

育，故而出现了将德育教育与灌输说教等同的情况。这直接导致了学生

接受德育教育的效率受阻，即学生亦会将德育教育视为教师说教式的灌

输，从而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导致学生并不能真正了解德育的核心理念

与内涵，无法对学生的思想品性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作用。 

1.3 重视程度不足 

教育界虽然在大力提倡德育教育，但仍有部分教师没有及时更新教

育理念，仍旧固守旧有理念，仍旧片面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没有真正

重视起德育教育工作，故而出现了一种德育教学热情不足甚至敷衍教学

的情况，导致出现德育教学效率低下的情况。 

2 应对策略 

2.1 完善监督及检验体系 

小学德育教育与一般课程的教育存在区别，且一些教师并未从根本

上重视起德育教育工作，且部分学校因对于德育教育的重视度不足，进

而出现了对德育教育课堂的监管力不足，没有及时检验教育成果的现象。

故而从学校层面来说，则需要建立起针对德育教育的监督及检验机制，

并且向相关任课教师传达国家及学校对此门课程的重视程度。此种举措

有助于引起教师对小学德育教育工作的根本重视，并且能够通过具体的

标准来检验德育教学工作的质量。 

2.2 开拓多种教育途径 

开展德育教育工作的方式要突破旧有的禁锢，打开新的教学思路，

即德育教育不应当限于课堂教学，学校可以通过协调教师、家长等多重

关系，聚合更多的参与人，切实开拓出多种教育途径。比方说，学校可

以开展向父母诉衷肠等方式，既可以通过举办亲子活动，邀请学生家长

到学校与孩子共同参加活动，亦可以鼓励学生通过书信的方式向父母表

达感恩之心。通过这样的实践方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感恩之心，切实

提升学生的思想素质。再比如，学校可以通过统一播放与德育有关的小

视频，或是奖励品德优秀的学生，并通过广播、书报等多种途径宣传优

秀学生事例，构建起一个鼓励优秀品德的氛围。学生在这样的校园文化

及氛围中生活，有助于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优秀思想的引导和影

响，促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个人的道德品质。 

2.3 注重趣味 

德育教育与一般说教本存在较大的区别，但由于教师理解不透彻、

重视程度不够、大众理解有误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德育教育在真正的

教学实践中，出现了陷于说教的现象，导致德育教育的作用与意义没有

得到真正有效的发挥。针对此种问题，教师在德育教学过程中需要重视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促使德育教育融进学生的思想中。比如，教

师可以通过在课堂上播放德育相关的动画片或小视频，利用多媒体对于

小学生的吸引力，选取便于学生接受的方式向学生传达教学内容，促使

德育教育内容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2.4 做好示范 

德育教育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今天讲明天会的范畴，而是

要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及人格品性产生实实在在的积极作用。小学阶段是

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奠基期，课堂教育是一方

面，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教师对学生的示范及榜样作用。小学阶段的

学生对于老师持有一种崇拜及模仿的心理，这要求任课教师不仅要重视

课堂内容的教学，更应该时时刻刻注意自我的言行举止，努力做到以德

育人。这对教师的自我素质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故而作为任课老师，需

要秉持不断学习的理念，不断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及思想品德，在日常

的校园生活中做好表率，以优秀的思想品德及人格魅力影响学生。 

3 结束语 

小学德育教育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教育内容僵化、

说教程度明显、教师重视程度不足等问题，这对学校及教师的进一步教

学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针对上述问题，学校可以通过完善监督及检验

体系、开拓多种教育途径等方式，教师可以通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

日常的校园生活中做好示范等多种方式改善此问题，切实做好小学德育

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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