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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思想品德课教学方法的几点思考

陈玉祥
(盐城工学院社会科学部，江苏盐城224003)

摘要：大学思想品德课教学要取得良好效果必须建立科学的教学理念，应当以爱心培育作为立

足点、以情感教育作为基本手段，并将课堂教学延伸至现实社会，把现实社会作为大学生品德的

生长空间。

关键词：思想品德课；爱心培育；情感教育；现实社会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8)03—0074—04

大学思想品德课如何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

果，这是我们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在2007年

11月教育部专家对我院进行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评估的过程中，笔者所上的思想品德课得到了专

家的肯定，这促使我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对这一

问题又作了一些思考，将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想法

和体会梳理、总结成文，以求教于同行。

一、爱心培育是立足点

(一)爱心是道德的基础

2007年教师节，温家宝总理与北京师范大学

免费师范生座谈时指出：“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做

人，都应该有一颗同情心、一颗爱心。同情和爱心

是道德的基础。”确实如此，东西方主要伦理思想

都把爱、同情看作是道德的基础。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第一要义就是

爱人，基督教思想的灵魂则是博爱。虽然儒家的

仁爱和基督教的博爱有着重大区别，但毫无疑问，

东西方这两个重要的思想均将爱作为其核心要

素，这对后世伦理思想与道德秩序的建立有着重

大影响。

爱和同情关系密切，卢梭就直接认为：同情心

是“由自爱而产生的对他人的爱。”同情伦理学家

将爱看作是同情产生的动因，由此看来爱是更本

质的。而且，在13常语言中，同情易使人与怜悯相

联系，而爱心则比同情有着较大的包容性。因此

笔者认为爱心是道德的基础，对爱心培育应当成

为大学思想品德课的立足点。

(二)爱心需要培育

第一、爱需要方向需要力量

李泽厚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善恶观念、人

性能力和人性情感三个概念心J。笔者认为爱是

一种人性情感，它需要善恶观念的牵引与人性能

力的推动。

l、善恶观念是爱成长的方向

善恶观念对于爱的生长是极其重要的，我们

对猫的怜惜和对鼠的憎恶实质上就是由我们从小

所接受的观念造成的。邪恶观念可以使爱的生长

扭曲了方向，甚至可以使爱这朵美丽的花朵结出

恶之果实。恐怖主义者即是如此，他们不是没有

爱，而是由爱生恨，殃及无辜，尽管他们的行为似

乎也可以展现出人的勇敢、顽强等理性凝聚的意

志力量。人的善恶观念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习

得的。当代社会价值判断已然多元化，大学生尽

管已经成年，有相当的判断能力，但面对种种是非

观念并非总能做出正确判断，所以我们需向他们

阐明正确的善恶观念，引导他们去探讨爱的内涵

以及爱与正义的关系。

2、人性能力是爱前行的力量

人性能力是指理性凝聚的自由意志，即理性

收稿日期：2008—03—24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工科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参与型教学实证研究”(课题批准

文号：07SJD71007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玉祥(1974一)。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工学院讲师，法律学硕士，研究方向：民商法学、思想政治教育。

 万方数据



对感性的主宰、支配。在善恶观念、人性能力和人

性情感三个概念中，李泽厚先生特别强调人性能

力占据核心地位，因为情感和观念要转化为道德

的行为，需由人性能力执行之。而道德的实践过

程并非总是轻松愉快的，需要我们以坚强的意志

力来克服种种困难与诱惑，有时甚至需要我们做

出牺牲。

第二、爱需要阳光需要风雨

爱是一颗种子，它的成长需要阳光照耀、也需

要风雨洗礼。美丽的人性是普照心灵的阳光，它

会散发出爱的温暖，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对这个世

界、对人性充满信心，从而唤起那些沉睡的爱的种

子。尘世的苦难是历练爱心的风雨。它激发我们

内心的悲悯，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多么需要爱

的关怀。如同悲剧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能洗

涤人的灵魂。人世间的困难，同样会震撼我们。同

时，对种种苦难的体验与感受也是锻炼人性能力

的重要途径。

第三、爱还需要生长的空间

大学校园里当然也会有阳光和风雨，但更明

亮的阳光、更猛烈的风雨是在校园之外的广阔社

会中。所以我们应当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

园、走出狭小的心灵空间，走向广阔的现实世界，

去接受那无处不在的人性美的阳光照耀和人世界

苦难的洗礼。这一方面当然是指倡导学生直接走

进社会参与实践，另外也包括引导学生关注社会、

思考问题，培养现代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二、情感教育是基本手段

(一)情感在道德养成与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爱和同情作为一种肯定性的情感是道德的基

础。情绪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人的感性知觉在一开

始的下意识中，就具有把人的周围现象分为肯定

和否定两方面的机制。因此德育有可能利用人的

无意识领域，通过设计各种情境，使人借助无意识

联想激发起来的移情效应不断积累、丰富情绪经

验，提升无意识领域里的道德信息贮备，形成必要

的道德准备态势。可以这么认为：人的情感品质

是道德形成的重要支持p1。

同时，情感对人的道德行为具有引发和调节

作用。在道德的认知向道德的行为转化过程中，

主体对道德的笃信是最为关键的。如何确立这种

笃信呢?一要靠理性思辨，通过理性思辨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善恶观念，从而做出善的选择。二

要靠情感体验，通过情感认同激发学生内在的人

性情感，在情感共鸣的过程中，由衷地认同并接受

基本道德准则，使之成为内心的确信。而在大学

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中，应当以情感教育为基本手

段。因为，对于大学生而言，主要的问题不是是非

不分、善恶观念模糊，而是道德的呼喊不能引起其

内心情感的共鸣，因而也无法成为其内心的确信。

因此，大学思想品德教育应以情感教育为基

本手段，这也就是朱小蔓教授提出的情感性道德

教育范式。这种方式高度重视情感在个体道德形

成及其道德教育中的地位和价值，注重情感品质

的培养，同时强调道德教育的过程应当充满人文

性和情感性H J。所以教育过程是鲜活的、生动

的，而非陈旧的、死板的，可以直接触动学生的心

灵，引起其情感的共鸣。

(二)平等互动的师生关系是引起学生情感

共鸣与认同的前提

现代教育的理念是主体性教育，但人们对教

育的主体是什么这个问题却有分歧，大致有教师

单主体说、学生单主体说和师生双主体说三种看

法【5J，笔者认为：就教育目的而言，学生是教育的

主体。人的价值是教育的最高价值，培育和完善

人的主体性，使之成为时代需要的社会历史活动

的主体，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所有的教育活动归

根到底是要培养学生的主体性，激发其自主性、能

动性和创造性。但在具体的教育活动过程中，师

生都是主体。一个成功的教育活动，需要教师的

设计、发动和引导，也需要学生配合、参与和反馈，

师生双方是主动的，都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

创造性，教师的消极和学生的被动都将直接损害

教育活动的效果。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们常

说的教学相长，即是这个过程的结果。

思想品德教育更应强调主体性教育。由于其

教育内容的特殊性，如果单纯地将学生看作道德

观念的接受者，在价值观趋于多元化的今天，必定

会使学生产生抵触心理。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对学

生在教育活动过程中主体性的忽视，从某种意义

上说是看低了学生，缺乏对学生的尊重。人都有

渴求被尊重的心理需求，而对他人的尊重又是一

项基本的道德素质。平等互动的师生关系会让学

生感觉到教师对自己的尊重，道德的教育过程因

此同时就成为了道德的实践过程。这会让学生在

一定程度上对教师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有利于

促进学生以主体性的姿态参与教育过程，用心体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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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产生情感共鸣。

(三)远离说教、生动选材是引起学生情感共

鸣与认同的关键

第一、现实材料要贴近学生生活与思想实际。

现实材料是真实的人和事，具有较大的影响

力。但是现实材料的选取也要尽量贴近学生生活

与思想的实际，用他们可以感知的人和事来影响

他们。这些材料的选取可以考虑以下几个类型：

1、身边的人和事。笔者在教学过程中设计过

一个活动，让学生先听一遍《辛德勒的名单》中那

首深情的有点忧郁的主题曲，然后回忆曾经感动

过自己的人和事。有学生在叙述过程中竟然落下

泪来，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亲人、朋友对自己深深的

挚爱。

2、同时代的先进人物。先进人物事迹是德育

过程中经常运用的案例，但运用这类素材需要与

时俱进，一方面要引入同时代的人物，以消除过大

的时空隔阂；另一方面要人性化地展示先进人物。

避免将其脸谱化。

3、学生自己的偶像。过分迷恋明星自然不

好，但很多学生都有自己的偶像却是事实。其实

成为明星、偶像也非易事，必然有其积极、成功的

一面，所以应当顺势引导学生注意明星身上的积

极面。笔者曾经在课问放了陈楚生的歌曲《有没

有人告诉你》，有学生说：老师，再放一遍。笔者

由此知道学生中有不少“花生”。所以在讲理想

时，笔者就运用了陈楚生对音乐梦想的不懈追求

这一材料，效果很好。

第二、要重视选取运用文学艺术材料。

除了现实的材料外，文学艺术作品也是很好

的材料。

首先，虽然这些作品不是真实的人和事的记

载，但是文学艺术的源泉归根到底是来自于生活

的，我们在这些虚构的情节当中总能发现生活的

影子。而且由于作者的创造，文学艺术作品就能

更集中、更典型地反映现实生活。它可以在有限

的时空内把人性的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除了反映现实生活之外，许多文学艺术

作品还着力于创造一个高于生活的理想化的真、

善、美的世界，相对现实生活，这个虚构的世界是

相当纯净的。教师如果能够引领学生进入这个世

界去感受作者的价值理想，就等于陪同学生一起

畅游了这个澄明境界，实现了一次心灵的洗涤。

再次、文学艺术作品中饱含了作者本人对生
．76·

命的体验与感悟。这部分内容对于思想道德教育

而言是相当可贵的。因为，人生是一场没有彩排

的演出，个体无法把人生的某个阶段当作人生的

实验，自身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往往已丧失了重

复适用的可能性。所以，别人基于对生命的体验

与感悟而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对自己就具有了极

大的价值。

最后、文学艺术的表达方式符合情动体验的

要求。文学艺术的语言是感性的，感性有时比理

性更有力、更深刻，它能够直达人的灵魂深处，触

及隐秘的领地，拨动柔软的心弦，从而引起情感的

强烈共鸣。

上述特点决定了文学艺术作品是生动且极具

感染力的材料，能够有效地引起学生的情动体验，

教师应当积极运用。

第三、材料的展示形式要生动多样

要取得良好的课堂效果，除了要从内容上精

心选择材料外。还必须重视材料的展示形式。教

师应当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发挥多媒体

课件的优势，综合使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以

生动多样、艺术化的手段展示材料。值得一提的

是，由于美的观念对于德育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相比于其它课程，思想品德课教师应当更加重视

多媒体课件的美化工作。如果能从字体、布局、色

彩、插图、动画、声音等方面考虑，将多媒体课件做

成一个优美的艺术品，将不仅会提高课堂效果，更

会潜移默化地给学生以美的熏陶。

三、现实社会是生长空间

品德需要在现实社会中成长，因为现实生活

中有许多彰显美好德行的人和事，要比课堂上的

任何事例都要真实有力；因为现实生活中还有许

多丑陋与苦难，需要美德的洗涤与爱心的温暖：还

因为推动爱心的人性能力，或道德实践的能力。不

是天生的，也非得自于纸上，而是来自于现实生活

的历炼。

强调在开放的现实世界中锻炼品德，还有一

个原因，那就是：相比于传统道德，在现代社会的

道德构成中，公德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传统道德

偏重于私的方面，梁启超在《论公德》一文中说：

“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渭不早，虽然，偏于私

德，而公德殆阙如。《论语》、《孟子》诸书，而道德

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

及其一焉。”费孝通先生也指出：在中国的城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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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扫清自己门前

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

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并认为引发

这类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

⋯⋯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

心。”∞1因此，中国传统道德虽然也强调知行合

一，重视道德的实践，但是道德实践能力的养成却

更多地局限于私的领域，而道德实践的起点则更

是一个小我，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所

以，中国传统德育的中心点是束身寡过主义、独善

其身，这就导致对公共利益的忽视，不知何为公共

责任。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公民，应当关注公共

利益，承担公共责任，这也是有公德的表现。但是

如何才能做到呢?只有从封闭的课堂走出，进入

现实社会，了解之、感受之，舍此别无他途。一位

学者曾经谈到：“在北大求学4年，完全被围墙围

在校园之内，对周围的社区，没有基本的了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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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about the Teaching of College

Ideology and Ethics Course

CHEN Yu—xia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of Yancheng Institue of Technology，Jiangsu Yancheng 224003，China)

Abstmct：To achieve a good effect of Ideology and Ethics Course in colleges，scientific teaching ideas must be established．The

nurture of love should be the foothold of the teaching，and the moral feeling education the basic approach．And the teaching in

classes should be extended to the real society．The real society is the growth spac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moral characters．

Keywords：ideology and ethics course；the nurture of love；feeling education；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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