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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在青少年道德养成中的作用 
高连友 

(吉林省四平卫生学校)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在青少年道德养成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通过深度剖析某中学的具体案例，能够清晰洞察思想政

治教育在推动青少年道德发展进程里，教师素养、情感教育与个性化教育各自发挥的重要效能。该中学凭借系统化的课程设计与丰

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助力学生从认知与情感层面深刻理解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规范。展望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将更重实践、

互动与个性，这既带来全新挑战，也蕴含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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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社会，青少年的道德素质与社会责任感对社会持续发

展影响深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重要道德教育形式，在塑造青

少年价值观和规范青少年行为中不可或缺。随着社会环境变化，

它不仅要传授理论知识，更需借实践活动与情感教育，帮助学

生将道德理念内化为自觉的道德行为。某中学以有效教学设计

和实践路径，展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在青少年道德养成中的独特

优势，其模式可为其他学校提供借鉴，推动该领域发展创新 。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青少年道德养成的影响与意义 

（一）道德教育的核心目标与青少年的道德发展 

道德教育聚焦于引领青少年确立精准的是非、善恶及价值

判断标准，以此赋能他们于繁杂社会环境中精准甄别对错的本

领。青少年时期，道德发展不单是个人品德塑形的根基，更是

社会化进程的关键构成。思想政治教育为青少年搭建起道德规

范架构，凭借课堂讲授、社会实践等多元途径，助力学生渐次

明晰社会行为准则以及践行道德行为的要义。道德教育绝非单

纯知识填充，而是情感与理性交融的雕琢过程，深度左右着青

少年独立思考习性的养成与责任担当意识的萌生。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青少年道德养成的内在联系 

思想政治教育同青少年道德养成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紧密关

联，它为青少年构筑起完备的道德教育系统，不单聚焦个体道

德抉择，更着重群体内道德行为的趋同与共践。在课堂教学场

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助力学生吃透社会规范、法律法规以及集

体主义内涵，循循善诱其逐步成型契合社会期许的行为范式【1】。

此类教育既重视知识传导，又聚焦价值观培育，特别是思政课

堂中，教师依托鲜活实例与情感触动，引领学生架构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青少年道德行为的养成夯筑稳固根

基。 

（三）案例分析：某中学思政课程的道德培养路径 

某中学思政课程依托有的放矢的教学设计，切实推动了学

生道德素养进阶。课程内容紧密贴合社会实况与青少年成长特

性，以理论实践融合之道，助力学生深度领悟道德准则并落地

于现实生活。课堂之上，教师引导学生热议社会热点议题、组

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促使他们于解决实际问题进程中强化社

会责任感与集体主义精神。课程编排不单涵盖理论知识要点，

还借助情感激发与个性化施教手段，让学生在领会并接纳道德

规范的根基上，逐步将道德行为转化为自觉行径，全方位促进

青少年道德素养的提升。 

二、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价值观形成的引导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依托精心构建的系统化理论阐释以及丰富多

元的实践活动开展，助力青少年精准认知并深刻理解社会核心

价值观。其课程涵盖内容广泛且深入，对社会伦理准则、法治

基础意识以及集体主义核心精神展开全方位探讨，赋予学生从

多个视角剖析社会复杂现象的能力，进而助力他们构建起精准

无误的价值评判体系。处于成长关键期的青少年，在接受思想

政治教育进程中，不单单向他们传递既定的道德衡量标准，更

借助引导其对各类价值内涵进行深度思索探究，逐步培育起敏

锐且精准的价值辨别素养，最终推动青少年塑造出清晰明确、

契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价值观念体系。这一持续推进的教育过程，

有力强化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根基，唤醒其内在道德自觉意识，

更进一步雕琢打磨出他们独具个性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轮廓。 

（二）情感教育与价值认同的培养 

情感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架构中彰显出不可忽视的关

键效能，其突出表现聚焦于对学生内在精神世界的细微洞察与

悉心关注。借助能激发强烈情感共鸣的创新性教学模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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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绝非仅仅停留在助力学生攻克理论知识要点层面，而

是更进一步推动他们对所学理论知识萌生出真挚的情感认同以

及深度的内涵理解。教师作为教育引导的关键角色，通过主动

搭建与学生之间稳固且亲密的情感纽带，促使学生沉浸于真实

可触的情感体验情境之中，进而与社会主流价值观达成深度同

频共振，由此逐步构筑起坚实的价值认同感【2】。在此动态发展

过程中，情感的悉心培育犹如一把钥匙，开启学生对道德规范

内在认同的大门，使其能够将所学理论精髓与个人内在情感有

机融合，进而自发且主动地调整自身行为模式，切实将认同于

心的价值观落实到日常实践行动之中。 

（三）课堂外实践活动的强化作用 

课堂外实践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巩固与提升进程中扮

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巧妙融合理论知识

要点与实际操作体验，助力学生透彻领悟并切实践行道德理念

精髓。这类实践活动仿若一扇通往广阔社会天地的大门，将学

生从相对局限的课堂环境引领至丰富多彩的现实场景之中，让

他们直面真实社会环境下层出不穷的道德难题，并在探索解决

路径的过程中积累宝贵经验。借助集体协作项目开展以及频繁

的社会互动交流契机，学生团队协作精神得以强化夯实，社会

责任感意识也在潜移默化中生根发芽。实践活动搭建起一个全

真模拟的演练平台，让学生亲身沉浸于其中，真切体悟到道德

行为背后蕴含的深远意义与实际价值，反过来进一步筑牢课堂

所学理论知识根基。 

三、思想政治教育如何促进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一）社会责任感的内涵与青少年的培养需求 

社会责任感，作为个体面向社会与他人所应担负的义务及

责任，在青少年道德成长轨迹中占据核心地位。处于成长关键

期的青少年，社会责任感并非仅停留在观念上的接纳，更着重

于行动中的主动落实。当下社会高速发展，青少年成长之路布

满荆棘，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权衡、社会规范同个人行为的

矛盾屡见不鲜。在此情形下，借助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有力工具，

助力青少年深挖社会责任的内在精义，使其明晰个人行为对社

会整体、所处集体以及他人可能衍生的种种影响，迫在眉睫。

着力培育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助力其构建正确的价值坐标，

已然成为青少年迈向成熟的必由之路，是其成长进程中的关键

拼图。 

（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社会责任感渗透策略 

在思想政治教育架构内，社会责任感的融入绝非课堂讲解

的单打独斗，而应渗透至青少年日常学习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凭借精心雕琢的课程体系与多元灵活的教学策略，思想政治教

育能够引领青少年逐步孕育社会责任感【3】。课堂之上，借助理

论剖析与研讨互动，教师着重阐释社会责任与个人行为的紧密

纽带，助力学生领会集体利益及社会道德的重大价值。实践活

动的巧妙引导，能让学生置身真实社会场景，切身感受个人行

为施加于社会的切实冲击。通过这般多管齐下，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逐步挣脱理论的桎梏，蜕变成为自发自觉的行为范式，最

终沉淀为稳固的责任意识。 

（三）实际案例：某中学如何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某中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纷

呈的实践活动，为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交出了亮眼答卷。该

校常态化组织学生投身社区服务、环保公益等社会实践，紧密

结合课程知识要点，借由直面社会的互动交流，助力学生领悟

并践行社会责任。活动进程中，学生被积极动员思考如何在日

常生活细微处落实自身社会责任，怎样凭借集体合力攻克现实

难题。历经此番实践历练，学生不单在参与中实现责任意识的

显著跃升，更于解决问题的实战中锤炼了团队协作与领导潜能。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每次活动收尾之际，学校都会精心组织反

思研讨环节，引领学生回溯总结经验，助推他们将责任感深度

内化，使之成为一种下意识的日常习惯与行动指南。 

四、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一）教师素养与教育方式对学生道德养成的影响 

教师素养及所采用的教育方式，与青少年道德养成紧密相

连，对其起着直接的塑造作用。教师的专业素养涵盖多方面内

容，既要有扎实的学科知识传授功底，又得具备敏锐的情感认

知能力、高超的沟通交流技巧，还需对学生个体差异保持高度

敏感。具备良好素养的教师，自身便能成为学生眼中的道德标

杆，激发学生内心的道德情感，催生其内在的道德驱动力。于

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教师的教育方式更是举足轻重。借助启发

式教学启迪学生思维，运用情境教学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道德

情境，再配合个性化指导满足不同学生需求，如此便能高效引

导学生将道德理论转化为日常实际行动，促使他们在生活里彰

显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优良的道德品行。 

（二）教师在情感教育中的作用与方法 

在青少年道德养成进程中，情感教育地位超然，而教师无

疑是其中的核心推动者，教师凭借情感的传递、以身作则的示

范，能够深度左右学生的情感认知走向与价值判断结果。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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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旨在培育学生的情感共鸣能力，让他们在体悟他人情感之

际，同步认同社会基本价值观。教学实践中，教师时刻关注学

生情感诉求，精准洞察学生心理状态，并用正向情感激励手段，

助力学生树立正确道德观念【4】。经情感教育熏陶，学生不单明

晰道德规范内涵，更在情感层面深度认同并自觉依循这些规范

行事，进而提升道德的自觉性，保障行为的连贯性与一致性。 

（三）个性化教育对学生道德认同的促进 

个性化教育对学生道德认同的进阶发展助力显著，鉴于每

个学生成长轨迹、心理特质、兴趣爱好各异，个性化教育的精

髓便在于充分尊重学生的这些差异，据此对道德教育策略予以

针对性调适与优化。教师通过深入了解并尊重学生个体差异，

为每人量身打造专属的道德教育规划，使学生能于契合自身的

教育模式里探寻到通向道德认同的路径。个性化教育不但助力

学生在知识领域获取道德观念指引，更在情感、行为维度推动

他们将道德规范内化于心，逐步构筑契合个人价值追求的道德

认同体系。见表 1。 

表 1：某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实施情况 

年份 
学生参

与人数 

社会实

践活动

次数 

情感教

育活动

次数 

课外辅

导小时

数 

道德课

程评价

得分 

学生反馈满

意度（分） 

2020 1200 45 30 1500 85 92 

2021 1250 50 35 1600 88 94 

2022 1300 55 40 1700 90 95 

2023 1350 60 45 1800 92 96 

数据来源：某中学教育研究部（2023 年数据） 

五、从案例中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在青少年道德养成中的实

践价值 

（一）案例分析中的成功因素与关键环节 

该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成效显著，其成功主要归因于课程设

计的系统性以及实践活动的广泛性。借助将理论授课与社会实

践深度融合的模式，学生得以置身真实场景，领悟并运用道德

理念。此教育模式的核心环节聚焦于师生间的互动交流，教师

在此过程中不仅承担知识传输职责，更是肩负引领学生树立正

确价值观的重任。课程融入的情感教育环节，有力强化了学生

对社会责任感的认同感，促使其投入更多情感【5】。学校凭借长

期运行的反馈与调整机制，持续优化课程内容与实践活动形式，

保障教育实效贴合学生需求。 

（二）其他学校能借鉴的实践经验 

其他学校可从该中学实践范例中汲取诸多宝贵经验，思想

政治教育不可单纯依赖课堂讲授，应着重将课外实践与情感培

育有机结合。组织学生投身社会服务、环保行动等实际项目，

能充分锤炼与提升学生的道德意识。教师角色转换意义重大，

需更多发挥引导功能，引领学生于实际活动中体悟道德行为的

价值。再者，推行个性化教育策略，依据学生个体特性实施差

异化道德教育，助力学生于多元教育方式中探寻认同与践行之

路。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与挑战 

伴随社会持续演进，思想政治教育迎来全新发展走向与诸

多挑战，日后，思想政治教育势必着重强化实践性与互动性，

教学模式将突破传统课堂讲解局限，更多借助模拟、研讨、社

会实践等途径，引导学生深度思索道德问题。信息化、智能化

教育手段将为其注入新活力，使教育形式更为灵活多样。然而，

在教育进程中如何权衡传统价值与现代观念冲突，怎样切实调

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达成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认同，这些都将成

为思想政治教育亟待攻克的重大难题。 

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对青少年道德养成作用重大，借助系统理论

教学与多样实践活动，切实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提升道德认

同。在此期间，教师专业素养、情感教育引导及个性化教育策

略至关重要。剖析实例可见，课堂与课外紧密结合、师生频繁

互动及情感与价值观培育，有力支撑青少年道德素养塑造。未

来，其将朝更互动、个性化、实践化发展，应对挑战、调和价

值差异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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