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道德修养》是教育部规定的全国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必修的思想品德课程之一。它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 要 思 想 为 指 导 ，综 合 运 用 伦 理 学 、社 会 学 、心 理

学、教育学、青年学、人才学、历史学、美学等多学科

知识，并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人类社会文明成果中

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有益的精华，对大学生

进行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教

育。积极而有效地进行《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方法

的改革和创新，是增强《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的思

想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重要措施。在这里，笔者结

合多年来从事《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教学实践，认为

提高《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的实效性，应该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必须注重在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方面下功夫，这是提高《思想道德修养》

课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要认

识到，《思想道德修养》课不同于其他一般课程，它

既强调要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对大学生进行正确

引导，使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

为现代化建设的高素质人才，又要结合学生自身身

心发展的特点，有的放矢的组织教学内容和形式。

它的研究对象和教育对象是统一在一起的：一方

面，它以青年学生成长的基本规律为依据，把大学

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的

客观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它又要遵循大学

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的

客观规律，把大学生作为课程的教育对象。“两个对

象的统一”表明了大学生在《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

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他们既是课程教学的受教育者，

又是课程教学内容的实践者。这就要求《思想道德修

养》课教学要根据课程的特点，处理好理论体系和教

学体系的关系，根据对教材理论体系基本脉络的把

握，制定课堂教学体系。在向学生讲明课程的性质、

意义和任务的同时，使学生明确良好的思想道德修

养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合格人才的基本要

求，也是自身健康成长的需要。只有当学生深刻认识

并深切感受到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为自己成长、发

展所必需而非“精神枷锁”时，《思想道德修养》课教

学才能得到大学生的认同和接受；只有在教学过程

中充分地尊重他们、关心他们、深入地了解并集中他

们在学习、成材、择业、交友、健康、生活等各方面的

需要、困惑和追求时，才能有效地激发出他们的学习

兴趣，进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 处理好理论知识与现实问题的关系

正确处理好理论知识讲授与现实问题分析的关

系，使理论讲授的系统性与现实问题分析的针对性

很好地结合起来，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通过现实

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来提升理论。这是提高《思想道德

修养》课实效性的又一个重要方法。教学实践证明，

《思想道德修养》作为一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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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必修课程，必须理直气壮地阐明正确的理论观

点，否则，教学就等于没有目的和灵魂，但如果仅有

理论而缺乏生动有趣的事例相佐证，理论也难免会

显得空泛和枯燥，势必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教学的效果。因而，进行《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必

须善于将大量而贴切的事例，作为大学生接受正确

的理论观点的媒介和载体。因此，处理好理论知识

讲授与现实问题分析的关系，说到底就是要理论联

系实际，这是《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的基本方法，

也是《思想道德修养》课的价值和生命力所在。

这里所说的“现实问题”，既包括社会生活实

际，也包括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社会生活实际：从纵

向来看，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两个方面；从横向来

看，包括社会经济生活实际、政治生活实际和思想

文化生活实际。社会生活实际的多面性，要求《思想

道德修养》课教学必须把对基本理论、观点的讲授

与我国的历史和国情相联系，与目前我国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实际相贴近，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和增强

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才能使《思

想道德修养》课教学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

要求。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是社会生活实际在大学生

思想中的反映，《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就是要通过

对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例的分析和评判，有针

对性地强化学生思想中正确反映社会生活实际的

一面，矫正其错误的一面，使之符合社会和时代的

要求。为此，教师一方面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接触

社会生活实际，了解我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我

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前沿的新情况、新问

题；另一方面，还要多接触学生，通过学生的言行，

捕捉学生内心的秘密，把握学生思想的真实情况，

这样才能使教学有的放矢，取得实效。

! 注重发展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提高《思想道德修养》课实效性，必须转变教育

理念，注重发展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思想道德修

养》课要围绕“育人”这个根本，培养和提高学生的

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具有自我教育、自

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从而成为教育、教学活动

和自我发展的主体。为此，要处理好教师的“教”与

学生的“学”之间的关系，要从以“教”为出发点转变

为以学生的“学”为出发点，做到教是为学服务，教

是为了启发学生、引导学生的学。具体说：《思想道

德修养》课的教学一定要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发挥

学生的主体性，创设民主氛围，开展多样的活动，变

“满堂灌式”的教学为双向交流式教学，为学生健康

成才服务，使《思想道德修养》课的课堂成为学生在

教师指导下丰富理论、陶冶情操、发展智力、获取知

识、训练能力和健全人格的重要场所。要结合社会现

实和大学生实际拟出相关思考题，进行实践性教学

或情境模拟或行为训练，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

创造和谐、宽松、民主的教育教学环境，引发讨论和

辩论，把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引向深入。使课堂教学由

“要你怎么做”的被动思维模式变成“我应怎么做”的

主动思维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在授课结束之

前，教师要对整堂课的教学内容进行概括总结，提炼

出主题，对学生的讨论情况进行分析评价，促使大学

生结合自身发展去深入思考相关问题。实践表明，通

过专题讨论的教学形式不仅可以了解学生对理论的

掌握程度，也可以使学生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学

生既锻炼了胆量，培养了发散思维，又提高了应变能

力、表达能力及辩论技巧等，同时还提供了师生之

间、同学之间相互接触、交流的机会。多年的教学实

践表明，讨论式教学使学生在对一个个现实问题的

讨论思考中，培养了科学的人生观、高尚的道德情操

和辩证的思维方法，教学效果极为明显。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教学

实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内容能否有效地

贴近社会现实和学生思想实际；能否激发出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热情；能否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

学习的主体作用；能否有效地结合学生行为发生、发

展的特点、要求和规律，对大学生成长发展过程中所

普遍关注的热点、困惑和所思所想，尽可能给予理论

和实践的正确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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