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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职学校的很多学生由于初中文化课基础知识不扎实,学习中专阶段的文化课和专业课有一定的困难,为了把中职

学生培养成有一定文化基础知识,专业技能扎实和思想品德好的技能性人才,努力培养为大国工匠性人才,所以必须加强思政

课教学。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必须渗透道德教育内容,经营好思政课堂,改善学生的生活环境。教师要以爱为源,以心换心,公平

地去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以欣赏的眼光、坦荡的胸怀去认同、信任每一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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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传统美德核心的道德,千百年来,就是国人赖

以生存、修身、创业的基础,它贯穿于人的一生。从出生到

入学应属童年时期,是启蒙阶段,主要受教于家庭环境和父

母,古人所云“三岁看老,百岁瞧小”,早已道出了这一时期

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关键取决于家庭教育环境的优劣和父

母亲属的素质。从入学到毕业属青少年时期,是成长阶段,

主要受教于学校环境和教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

相远。”此处之“习”,应指“教化”而言,人的一生,“习”

性教化可谓是 重要的了。从学校毕业以后是成年时期,是

工作阶段,主要受教于社会环境和自我教育,以至终身。而跨

入社会后的成人期,其工作、生活、为人处事的“德性”、方

法,主要来自前两段时期的“教化”所得。可以说学校道德

教育在整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举足轻重、弥足珍贵。 

1 道德教育内容的渗透 

德国启蒙哲学的实际开创者莱布尼茨在《中国新论》中

写道：“我们以前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

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为进步的民族存在。但事实

上,我们却发现了中华民族了,它竟使我们觉醒了。”他断言：

“要是理性对这种恶害(指由于宗教神权造成的无知、愚昧

和苦难)还有救药的话,那么,中华民族便是首先得到这种良

好规范的民族了。” 

比如家国情怀的渗透。家国情怀就是存在于人内心的对

家、对国的一种认同。家国情怀,与其说是心灵感触,毋宁说

是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在中

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分

的整体。“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小家”同“大国”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命相依。正因为感念个人前途与国

家命运的同频共振,所以我们主动融家庭情感与爱国情感为

一体,从孝亲敬老、兴家乐业的义务走向济世救民、匡扶天

下的担当。家国情怀宛若川流不息的江河,流淌着民族的精

神道统,滋润着每个人的精神家园。具有家国情怀,学生才有

大担当,人生才有大格局。 

又如敬老孝老传统的渗透。万事孝为先。尊重父母,尊

敬师长,是为人的根本,只有尊重自己的父母,才会具有奉献

社会的意识。人类的常情,都是由认识而生情感的,人也只有

为了自己所爱,才可能为之奋斗牺牲。爱是情感,而为之奋斗

牺牲,就上升到了道德的层面。那么,人 熟悉、 亲爱的是

什么？当然就是自己的父母和子女了。这种亲爱源自本能。

孟子并不要求一个人像孝敬自己的父母那样去孝敬所有的

老人,并不要求一个人像关爱自己的孩子那样去关爱别人的

孩子。孟子讲的,其实只是运用一下同理心,将自己已有的感

情向外扩大一点而已。 

2 经营政治课堂 

中职学校的很多学生由于基础知识不扎实,学习中专阶

段的文化课和专业课有一定的困难,为了把中职学生培养成

有一定文化基础知识,专业技能扎实和思想品德好的技能性

人才,努力培养为大国工匠性人才,所以必须加强思政课教

学。我们教育学生,不能改变环境就适应环境,不能改变别人

就改变自己,不能改变事情就改变对待事情的态度。做任何

事情,不要应付,要学会应对。因此,需要在课堂上享受快乐,

在快乐中一天天进步,一天天成长。要营造产生快乐的氛围。

以爱为源,以心换心。公平地去关心 、爱护每一个学生,以

欣赏的眼光、坦荡的胸怀去认同、信任每一位学生。对学生

时刻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保护好学生的自尊心,给予更多

的激励与表扬,切忌过高的要求学生,因为达不到的高度其

实是对学生的孽杀。课堂中,注意言行举止。教师的一言一

行对学生都有微妙的影响,也影响着整个课堂气氛,进而影

响到整个教学效果。不要板着脸,以灿烂的微笑面对每一位

学生。教师的表情亲切自然,给人阳光般的感觉,举止得体大

方,给人美的享受,那么学生在和谐的氛围中,就容易接受教

师的引导,产生共鸣,也容易激发求知欲望,增强兴趣,进而

也会主动地去探究知识。完善个性,展现个人魅力。教师要

得到学生的爱戴,就得有内在的人格魅力。自觉提高自身修

养,扩展知识视野,提高敬业精神,提升教育艺术,努力完善

自我,使自己拥有热情、真诚、负责等优秀品质,这是优化师

生情感关系的重要保证,为创建温馨融洽的师生关系、搞好

教学打下基础。要经营快乐。通过职业体验、创造发明、申

请专利、开展文明风采主题实践、社团活动、校园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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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组建校园文明自律岗等,精心经营快乐,让学生在活动中

体验快乐、享受快乐,在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 

3 改善生活环境 

《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和杨康的父辈均是义薄云天的英

雄,嫉恶如仇,正气凛然,可谓根正苗红,但后来资质平平的

郭靖以天下为己任,行侠仗义,成为人人敬仰的大英雄,而聪

慧机灵的杨康则贪图富贵,认贼作父,终究落得个铁枪庙毒

发身亡的下场。原因很清楚,两人所处的后天环境不同(郭靖

在天寒地冻的漠北长大,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历经苦难；杨

康则在富丽堂皇的王府生活,仆从成群,锦衣玉食),受到的

教育不同(郭靖得江南七怪和母亲的教诲,忠厚诚实,自小就

知道扶危济困,杨康接受的仅仅是武功的传授,耳濡目染的

是完颜洪烈的假仁假义,接触的是灵智上人、梅超风之流,

学到的是趋炎附势和巧言令色),自然结局不同。 

马克思说过,社会环境对人的身心发展有着重大的影

响。“孟母三迁”的故事就很好的说明了环境对学生的影响。

学校是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校园环境文化作为校园的生态

系统,作用体现出“桃李不言”的特点,却能使学生不知不觉,

自然而然地受此熏陶、暗示、感染。所以,学校物质环境文

化的设计必须强化环境育人意识,使校园环境充满着文化色

彩,“努力使学校的墙壁也讲话”。作为学校的教育者,如果

使学校各种物质的东西都能体现一种学校的个性和精神,都

能给学生一种高尚的文化享受和催人奋发向上的感受,那么,

校园的物质环境就会成为一位沉默而有风范的老师,起着无

声胜有声的教育作用。优雅的环境,可以修心养性,培养学生

审美情趣。花香鸟语,莺飞草长,满目鲜花盛开,枝头硕果累

累。在绿树成荫、芳草萋萋的自然环境中,学生对一草一木,

一桌一凳自然产生爱怜。呼吸着校园特有的清新空气,走在

林荫道上,置身草坪花带之中,徜徉在小径、雕塑、壁画前,

欣赏着玻璃橱窗展出的绘画、书法、贺卡、美工作品。一幅

字就是一道风景,一幅画就是一种熏陶。校园内科学家塑像、

能工巧匠雕像、树人雕塑、个性鲜明的路标、充满文化气息

的楼宇名称,营造了校园浓郁的文化氛围。假山巨石,池水游

鱼,处处是迷人的风景。校园环境的营造,无疑是开拓了第三

课堂。在这个课堂里,学生感受到一种向上、进取的气氛。

学生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他们的性格逐步得到优化,情趣

逐步高雅,行为逐步文明,志虑更加忠纯。校园环境其实也是

文化环境。楼宇的名称是文化的体现：笃学楼、致远楼、弘

毅楼、梓楠楼是对学子的谆谆教诲,博艺楼、琢玉楼是对学

生展示才艺的殷殷期盼,润德公寓、芝兰公寓、 双馨公寓是

对学生提出的道德要求,尚俭苑、荟萃楼、博雅楼是崇尚简

朴、止于至善的生动体现。这些,又无不与思想政治教育息

息相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冰化三尺,也非一日之暖。

德育教育任重道远,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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