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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的教育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总结、回顾和反思，小学德育工作更是观察60
年教育的一个重要窗口。
对于德育这一重要问题，已有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如孙少平的《新中国德育50年》、高谦民的《
中国小学思想品德教学史》、黄书光的《变革与创新：中国中小学德育演进的文化审视》、郑航的《
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以及班华、薛晓阳的《学校道德生活教育模式的探寻与思考》等。
在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我们写就了这本《小学思想品德课程60年（1949-2009）》，以期对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小学德育有一个更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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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翟楠，女，1980年生于甘肃武山。
200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8年获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哲学、道德教育。
先后在《教育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教育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主持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各一项。

　　薛晓阳，男，1958年生，1984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现为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博士、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德育论专业委员会理事、江苏省教育学会心理教育分会副理事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德育原理和教育基本理论。
出版《希望德育论》、《学校道德生活的教育叙事》等专著，并分别获得第九届和第十一届江苏省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和二等奖。
先后在《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高等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
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
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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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小学德育
第一节 历史转折期的德育制度革新
一、确立学校德育的政治方向
二、对旧教育的批判与改造
三、小学德育规范化建制的努力
第二节 学校德育地位的重新确立
一、学校德育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特殊地位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小学德育的教学内容及形式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17年来小学德育教科书介绍与评析
一、蕴含明显的政治化和成人化特征
二、深入体现了五爱教育的思想
三、关注儿童道德品质的养成教育
四、渗透了反对专制教育、提倡民主政治的革命热情
五、运用故事体裁反映道德品质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17年来小学德育的经验、问题与反思
一、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小学德育模式
二、教学改革中形成的正确做法和经验
三、小学德育中的问题与反思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学德育
第一节 学校德育工作的政治环境
一、德育的暴力与革命的权威
一、小学德育基本地位的丧失
第二节 “文革”时期小学德育的目标、内容与方法
一、小学德育的目标和内容
二、小学德育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第三节 “文革”时期的小学德育教材
一、以革命故事为主体
二、教材内容的彻底政治化
三、学科渗透的隐性道德教育
四、以领袖人物及其思想作为编写基调
第三章 1976-1981年的小学思想品德教育
第一节 政治化与革命化的小学德育指导思想
一、“教学计划”的颁布及“文革”教育思想的延续
二、新“小学40条”及旧的小学德育观念
三、思想政治教育座谈会与“政治挂帅”的小学德育
第二节 小学德育课程的正式设立
一、小学政治课的设立及其意义
二、小学政治课的基本特征分析
第三节 小学政治教科书介绍与评析
一、人教社第一套小学政治教科书的诞生
二、其他版本的小学政治教材简介
第四节 小学德育教学改革与实践
一、加强对思想品德教育的理论研究
二、恢复五爱教育和榜样教育
三、进行道德准则和行为习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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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进班主任工作、重建少先队等活动
第四章 1981-1997年的小学思想品德教育
第一节 小学思想品德指导思想的科学化及其发展
一、若干教学（课程）计划中的指导思想
二、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教材座谈会中的指导思想
三、若干德育政策文件中的指导思想
第二节 小学德育课程设置的重要变化
一、思想品德课的设立及课时安排的演变
二、思想品德课的特征及设立的意义
第三节 教学大纲的颁布及其修订
一、第一个小学思想品德教学大纲的出现
⋯⋯
第五章 新课程改革以来的小学思想品德教育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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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注意各科教学和学校活动的德育渗透，“力求生动和形象化，对低年级学生还要有故事性”，
要使德育活动与学生的社会实践相结合。
此外，通知还要求建立德育工作的校长负责制，积极发挥全体教师的道德教育作用，“把‘教书’和
‘育人’统一起来”。
要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积极健康的社会舆论和风气，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
这些规定和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为小学德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上的支持，无论在理念上还是
在方法上，都为小学德育的健康发展指出了基本方向。
　　虽然还存在使德育工作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思想，但此次通知正确总
结了之前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制订了比较合理的学校德育工作的任务和内容，并提出了适合学生年
龄特点的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为以后小学德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几点意见》　　为了改善中小学德育工作长
期存在的薄弱状况，在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的基础上，1990年4
月13日，国家教委发布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几条意见，重申并强调了对中小学德育的重视
及其指导思想。
具体来讲，国家教委提出的“意见”共有7条：　　（1）必须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切实把德育
放在学校教育工作的首要地位；（2）要在继续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的同时，切实加强思想和政治教
育；（3）充分发挥思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课的作用；（4）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加强
社会实践环节；（5）要进一步优化校内校外育人环境；（6）必须切实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7
）切实加强对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领导。
　　这7条意见与1988年《通知》中提出的7条要求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增加了第二条和第三条，
即“要在继续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的同时，切实加强思想和政治教育”以及“充分发挥思想品德课和
思想政治课的作用”，突出强调了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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