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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对传统德育机制造成较大冲击,师范生德育面临新的任务

和新的挑战。师范生兼具大学生和未来教师的双重身份,做好师范生的德育意义重大。本文从学校、家

庭、社会三方视角,分析师范生德育工作现状,指出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构建“三位一体”的德育机制,

提出加强师范生道德教育的实施路径,提高师范生德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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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multi-culture and multi-value have great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mechanism, and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is faced with new tasks 

and challenges.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both college students and future teachers,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o a good job in moral education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 family and society,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discusses how to construct the "trinity" moral education mechanism,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strengthening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and im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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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国家

领导人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

指出,“选择当老师就选择了责任,就要

尽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责任”[1]。师

范生具有大学生和准教师的双重身份,

他们的德育工作不仅影响自身发展,还

影响下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培养,所以必

须重视师范生的德育工作,构建学校、家

庭、社会三方形成合力的德育机制。 

1 师范生德育工作现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形势

的变化,传统的德育模式已不能满足新

时期的要求,部分高校开启了德育新机

制的探索和实践,如建立德育考核办法、

实施德育学分制等,取得了一些经验,但

是针对师范生德育机制的研究较少,师

范生的德育工作还存在较多问题。 

1.1学校德育存在的问题 

一是重视程度不够高。随着中国高

等教育的发展,高校综合性多学科发展

趋势明显,师范类专业在此类高校的重

视程度不高,师范生的德育工作与一般

本科生的德育相同对待,师范生的德育

体系陈旧,忽视了师德养成的独特性和

长期性。[2]教师对师范生德育的重视不

足,思政课教师没有意识到师范生德育

的特殊性,专业课教师德育意识不强、

全员育人理念不够入心入脑,重视师范

生的专业技能提升,忽视师范生的德育

工作。 

二是德育成效不明显。师范生德育

课程体系不够完善,高校人才培养的就

业导向非常明显,教学围绕智育展开,针

对师范生的德育课程往往会被淡化和边

缘化。近年来虽然高校逐步重视思政课

程和课程思政的主渠道作用,进一步加

大了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等,但是

“满堂灌”式的教育模式难以引起学生

的共鸣,缺乏切身体验,现有的第二课堂

德育体验大部分由辅导员和学生自治组

织落实,往往与第一课堂教学脱节,德育

效果不佳。 

三是团队合力不够强。“三全育人”

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但是全员育人的合

力尚有欠缺,思政课老师、专业课教师、

辅导员班主任、行政管理人员和后勤服

务人员对全员育人的理解和执行情况

不均衡,具体体现在不同育人主体还是

各自为政,课堂上出现的学生教育管理

问题,思政课和专任教师还是本能地转

交给辅导员班主任处理,缺乏主动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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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和能力；行政管理人员和后勤服

务人员主动参与育人的意识和行动力

不强。 

1.2家庭德育存在的问题  

一是德育意识不够强。读大学前,

家长和学生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学习成绩,

对学生品德的关注不够。读大学后,家长

和学生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是否能够顺利

考编,对专业技能相对重视,缺乏对师德

培养重要性的认识。此外,家长普遍认为

大学期间的各项教育由高校负责,有的

家长甚至缺乏与孩子的沟通交流,造成

家庭德育的缺失。 

二是家长修养不够高。部分家长的

价值观和处事方式对师范生从小就造成

负面的影响,如价值观扭曲、不勤奋努力

等。部分家庭关系不和谐,学生成长过程

中父母缺位,有的与父母关系紧张,学生

缺乏关心关爱,在品德休养、性格塑造方

面存在缺陷,无法将爱心传递给他人,缺

乏成为教师的情感素养和心理素质。 

三是德育方法不够多。家长对孩子

的德育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说教,随着师

范生步入大学后独立意识增强,家长的

反复说教往往起不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有时学生会产生反感的情绪。有的家庭

甚至从小溺爱孩子,对孩子的一切事务

大包大揽,有错误也不明确指出,形成了

孩子自私自利、依赖性强等习惯,造成家

庭德育无力。  

1.3社会德育存在的问题  

一是价值导向有偏差。随着中国的

不断开放,国内外各种思潮鱼龙混杂,部

分年轻人的盲目追星、拜金主义、功利

主义极大影响师范生的价值追求。教师

职业需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讲

究奉献的,社会上暴露出的有偿家教、收

受家长礼品礼金等负面新闻,也暴露出

负面的价值导向对教师群体的渗透,也

影响了师范生选择教师职业的目的和

意义。 

二是尊师重教待提升。社会上对于

教师职业的认同感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尚未落实教师的收

入水平不低于公务员平均收入的要求,

对当地教育不重视,支持力度不够。另一

方面社会上对尊师重教存在功利心理,

家长对老师的敬爱往往出于希望老师多

关照自己孩子的角度,而并非从内心深

处真正尊重教师。 

三是德育资源不丰富。国家领导人

指出：“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使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政策都有

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3]

目前随处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

语,但是如何体现在方方面面还需要进

一步下功夫。有的社会资源甚至使用不

当、监管不当,存在网络赌博、有偿陪侍

等现象,形成社会德育的负面因素。 

2 “三位一体”德育机制的构

建方式  

2.1发挥学校德育的主体作用  

一是提高德育工作意识。高校领导

要深刻认识到师范生德育的特殊性,加

大对师范生德育工作的研究和政策举措

的配套。高校的所有教师都要树立育人

意识,所有课堂都应是德育的阵地,要把

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结合起来,真正落

实全员育人。 

二是完善德育课程体系。除了普遍

开设的思政课,要专门针对师范生开设

德育课程,强化德育理论和实践。利用好

班会、主题团日、暑期社会实践、学生

社团活动等平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让

师范生感悟师德、理解师德、锤炼师德。 

 

图1  衢州学院师范生开展“探访优秀校

友”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三是健全德育评价考核。对标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学

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用好大数据技术

手段,通过学生的日常行为和习惯养成

记录,形成德育的过程性评价,提高德育

评价考核的科学性。[4] 

2.2发挥家庭德育的基础作用  

一是构建和睦家庭环境。师范生的

品德和价值观养成深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家长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自身修养,为

孩子的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要加强对孩子的正向教育引导,不过分

溺爱孩子,在生活中锻炼磨砺孩子,增强

家长对子女的影响力。 

二是提升家长德育能力。学校和社

区要加大对家长的教育培训,提升家长

的沟通能力、思维能力和思想认识等,

提升做德育工作的水平。家长要配合学

校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在老师的指导

下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价值观

引领。 

三是提高家校互动实效。学校要用

好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线上的沟通交流

平台,对学生出现的问题,及时开展家校

协同。要创造机会,适时把家长邀请到学

校,参与学校的德育活动中,建立良好的

家校互动机制。  

2.3发挥社会德育的浸润作用  

一是倡导正确价值观念。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维

度指明了价值取向,凝聚了社会共识,引

导公民坚定“四个自信”,政府机关、企

事业单位等都要做好贯彻落实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各项举措,为师范生德育营

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是营造尊师重教环境。要提高社

会对教师工作的认可度,提高教师工资

待遇,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在全社会形成

尊师重教的氛围。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做好自媒体监督工作,不夸大教师群体

失德现象,积极宣传最美教师,坚定师范

生的职业理想。 

三是丰富社会德育资源。风俗环境

是社会德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建

好一批师德教育基地、红色文化遗址、

国防教育基地、图书馆、博物馆等德育

场所,广泛开展先进典型的评选,摄制放

映主旋律纪录片,能够让师范生多渠道

接受积极的思想道德教育。 

3 “三位一体”德育机制的实

施路径 

3.1树立共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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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更多关注高校的德育实效,

较少研究家庭与社会的德育功能,现如

今我们必须树立学校、家庭、社会三方

协同的德育理念,各层面都要切实承担

起德育的责任。高校要转变“就业导向”

的人才培养方式,牢固树立立德树人理

念,探索各种举措推动师范生德育成效；

家庭要破除“功利思想”,不要把教师仅

仅作为安稳的谋生职业,要帮助孩子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各阶层

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大德

育工作理念,营造良好的尊师重教氛围

和舆论导向。 

3.2健全共育组织  

要搭建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共

育组织。运用网络平台建立线上大学家

长群,适时发布学校的政策决定、学生的

学习生活、家庭德育理念等,让家长知晓

并配合学校做好学生德育工作,增强家

长参与德育的意识和能力。成立班级家

委会,引导家长参与学生在校教育管理,

共同商议师范生德育问题。“要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教育、道

德教化,改进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评选表

彰工作,让全社会充满正气、正义。”[5]

邀请英雄模范、师德标兵、优秀家长等

参与学校活动,让师范生近距离感受先

进力量。社会相关单位优化社会德育环

境,与高校共建德育实践基地,开展党组

织结对共建等,定期开展主题活动。  

 

图2  孔氏南宗家庙与衢州学院共建师

德养成教育基地 

3.3丰富共育内容  

除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学

校、家庭、社会要根据师范生教育实际,

还要加强对师范生的理想信念教育,让

师范生认识到自己所学及今后从事的事

业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对家庭、社

会、国家具备重要意义,增强职业认同感

和使命感。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帮助

师范生正确认识教师职业选择和成长目

标,提高德育的精准性。加强人文素质教

育,合理开设文学、礼仪等人文课程,培

养师范生的气质和情操。[4]加强心理健

康教育,把人的发展作为作为教育的主

要目标,建立完善的心理服务网络,让师

范生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4 结语 

新时期师范生德育面临许多新形势

和新问题,决定了德育工作是一项系统

工程。师范生在接受学校德育的同时,

家庭对学生性格特征等的影响、社会对

学生价值观等的影响不容忽视,需要高

校、家庭、社会形成“三位一体”的联

动机制,才能为师范生道德素养提升创

造良好的环境,才能培育出德才兼备的

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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