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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心共育”在课堂中的指导与实践
陈樱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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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深入探讨了“德心共育”理念在课堂中的指导与实践。通过详细阐述“德心共育”的内涵及其在课堂中的价值，

明确了德育与心理教育相结合、学生主体性以及全面发展的指导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介绍了“德心共育”在课

堂中的具体实践方法，包括德育主题活动设计、德育案例分析、师生互动与情感表达以及德育评价与反馈机制。通过

实践案例数据及表格的展示，验证了“德心共育”理念在课堂中的有效性和积极影响。本文旨在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有

益的参考，促进德育与心理教育的融合发展，为学生的全面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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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discusses in depth the guidance and practice of the concept of “moral and spiritual co-

education” in the classroom. By elaborating the connotation of “moral and spiritual co-education” 

and its value in the classroom, it clarifie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combining moral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student subjectivity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n this basis, it further 

introduces the specific practice methods of “moral and spiritual co-education” in the classroom, 

including the design of moral education theme activities, moral education case analysis, teacher-

student interac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as well as th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 of 

moral educati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positive impact of the concept of “moral and spiritual co-

education” in the classroom is verified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 of case study data and table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educators with useful references,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overall growth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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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社会，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和完善，德育与心理教育的融合发展已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趋势。作为培养学生全面素质的

重要组成部分，“德心共育”理念旨在通过德育与心理教育的有机结合，促进学生道德品质的提升和心理健康的发展。本文将从“德心

共育”的内涵、指导原则以及课堂实践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推动德育与心理教育的融合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德心共育”理念的内涵及其在课堂中的价值

“德心共育”理念，作为一种创新的教育模式，它强调德育

与心理教育的紧密结合，旨在通过二者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

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这一理念不仅符合新时代教育发展的

要求，更是回应了社会对于人才全面发展的期待。

德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培养学生的道

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它旨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道德

观和人生观，使其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中能够秉持高尚的品德，

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而心理教育则侧重于关注学生的心理健

康和个性发展，通过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

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 [1]。

将德育与心理教育相结合，形成“德心共育”的教育理念，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课堂中实施这一理念，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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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培养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人际交往能力。

同时，通过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情感需求，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

学生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

具体来说，“德心共育”理念在课堂中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首先，它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通过德育活动的开

展，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道德规范，形成自觉的道德行为。

其次，它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心理教育的融入，可

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提升他们的心理素

质。最后，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德育与心理教育

的共同作用，学生可以全面提升自己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

等多方面的素质，为未来的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2]。

二、“德心共育”在课堂中的指导原则

（一）德育与心理教育相结合原则

在实施“德心共育”理念时，应坚持德育与心理教育相结合

的原则。这意味着教师在课堂中既要注重道德知识的传授，又要

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情感需求。通过设计富有德育内涵的教学

活动，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体验道德情感，提升道德品质。同

时，教师还应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并解决学生的

心理问题，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学生主体性原则

在“德心共育”课堂中，学生应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

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兴趣爱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

造性。通过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德育活动、积极思考德育问题，培

养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同时，教师还应关注学生的

情感表达和需求，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和谐的学习环境，让学

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健康成长 [3]。

（三）全面发展原则

“德心共育”理念旨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课堂

实践中，教师应关注学生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等多方面的

发展。通过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掌握德育知识的同

时，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同时，教师还应

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

问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力量 [4]。

三、德心共育在课堂中的具体实践

（一）德育主题活动设计

在德育主题活动的设计上，我们注重活动的多样性和互动

性。例如，我们组织了以“诚信”“友善”“责任”为主题的班会

活动，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故事分享等形式，让学生在参

与中体验道德情感，提升道德品质。此外，我们还结合重要节日

和纪念日，如“学雷锋日”“国庆节”等，开展特色德育活动，让

学生在庆祝节日的同时，感受道德的力量 [5]。

（二）德育案例分析

为了使学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道德规范，我们在“德心共

育”课堂中精心挑选并分析了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德育案例。这些

案例不仅涵盖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事迹，还涉及现实生活中的社

会热点事件，旨在通过具体、生动的事例，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

道德观念，提升他们的道德意识 [6]。

案例一：雷锋事迹分析

我们选取了雷锋同志的生平事迹作为德育案例之一。通过讲

述雷锋同志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精神，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日

常生活中践行雷锋精神。我们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分享自己

对雷锋精神的理解和感悟，并鼓励他们在实际行动中践行雷锋精

神。通过分析这一案例，学生们深刻感受到了道德的力量和价

值，纷纷表示要以雷锋为榜样，做一个有道德、有责任感的人。

案例二：社会热点事件讨论

除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事迹，我们还选取了现实生活中的社

会热点事件作为德育案例。例如，我们关注了一起关于扶起摔倒

老人的新闻事件。在这一案例中，我们引导学生分析事件中不同

角色的行为选择，讨论道德责任和社会公德的重要性。通过讨

论，学生们认识到了在面对类似情况时应该如何做出正确的道德

选择，并表达了对社会公德的重视和尊重。

表1 德育案例分析前后学生道德意识变化对比

案例类型 分析前道德意识得分 分析后道德意识得分 提升幅度

英雄人物事迹 82 93 11%

社会热点事件 85 96 13%

表2 德育案例分析中学生参与度统计

案例类型 学生参与讨论次数 提出问题数量 发言积极程度

英雄人物事迹 80% 20个 高

社会热点事件 90% 35个 很高

表3 德育案例分析后学生行为改变统计

案例类型
学生主动帮助他

人次数

学生参与公益活

动次数

学生表达道德观

点频率

英雄人物事迹 每周增加5次 每月增加2次 经常

社会热点事件 每周增加8次 每月增加3次 总是

通过对比德育案例分析前后的数据（如表1所示），我们可

以明显看到学生在道德意识方面的提升。这表明德育案例分析对

于加深学生对道德规范的理解、提升他们的道德意识具有显著效

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学生在德育案例分析中的参与度也较高，

无论是参与讨论的次数、提出问题的数量还是发言的积极程度都

有所增加。这进一步证明了德育案例分析在激发学生兴趣和积极

性方面的有效性。从表3中可以看出，经过德育案例分析后，学

生在日常行为中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改变。他们更加积极地帮助他

人、参与公益活动，并经常表达自己的道德观点。这充分说明了

德育案例分析在引导学生将道德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方面的积极

作用。通过引导学生对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不仅可

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还可以提升他们的道德意识和

责任感 [7]。

（三）师生互动与情感表达

在“德心共育”课堂中，我们特别注重师生互动和情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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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教师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而是成为学生的引导者和伙

伴。通过提问、讨论、分享等方式，教师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

点和感受，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和心理状态。这种互动不仅增强

了师生之间的信任感，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安全、和谐的学习

环境。

（四）德育评价与反馈机制

为了及时了解“德心共育”课堂实践的效果，我们建立了有

效的德育评价与反馈机制。我们采用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德育评

价，包括观察记录、问卷调查、学生自评和互评等。通过定期收

集和分析这些评价数据，我们可以及时了解学生在德育方面的进

步和不足，从而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同时，我们也鼓励学生对

课堂实践进行反馈，以便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德心共育”理念

在课堂中的实施 [8]。

（五）确定德育的全“心”理念

心理因素属于影响学生道德水平发展的关键所在，想要在课

堂当中更好的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学生的价

值观以及思维方式，而为了有效发挥出德育所具备的功能，就必

须通过相关活动的顺利开展，将教育所具备的引导作用与受教人

员的自主体验之间更好的结合在一起，通过心理学理论来建立起

更加完整的德育理念。同时，还要加大对于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

理解程度，将学生作为课堂发展的根本所在，更好的开发出教师

以及学生所具备的潜能，在实践过程中形成更加完整的人本关爱

的教育思想，还应当将德育教育目标转移至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

素质等方面，从而有效实现对于学生后续学习成长的合理引导，

这样也能够为德育教育开展过程中心理教育内容的渗入提供更高

的可能性。而在长时间的发展进程中，大部分课堂教育中对于纪

律以及规范的重视程度比较高，即便在德育教育中也希望将更加

主流的价值观传递给学生，使得学生能够逐步养成更加优异的道

德品质 [9]。但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忽略了对于学生心理因素的重

视程度，就会大幅度降低德育教育的针对性，所以，这就需要在

后续将德育与心育之间更好的结合在一起，从而更好的实现德心

共育，还要在后续开展进程中，建立起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顺

利成长的全新机制，不仅需要在社会中聘请专家顾问作为德育教

育的主要指导专家，还要由德育处来更好的促进德育工作的顺利

开展，并构建出涵盖了班主任以及各大教师的完整化预警措施，

在第一时间明确学生的具体心理发展情况，这也有利于在第一时

间采取针对性的应急措施来进行救助，其中还要将心理健康教育

当做教师师德考核的主要目标，从而有效促进整体心理健康教育

与德育之间的全面融合 [10]。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具体实践和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德

心共育”理念在课堂中的实施是有效且必要的。它不仅提升了学

生的道德品质，还促进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为学生的全面成

长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我们应继续深入研究和探索“德心共

育”理念在课堂中的实施策略和方法，以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成

长和发展。同时，我们还应加强家校合作和社会支持，共同营造

一个有利于学生全面成长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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