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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职院校实施隐性德育的思考 !

赵红莉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 3%%#$%$

摘5要!德育工作是高职院校进行教育教学的"生命线#!直接关系着学生的身心健康及未来发展方向$ 我国高校

目前的德育教学工作仍然以显性德育为主!教学效果不明显$ 针对现行德育教育的弊端!必须向隐性德育教育转变!从

教师的言传身教&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的实践锻炼三个方面来实现高职院校中隐性德育的构建!以提升教学效果!培养

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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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的到来#高职院校得到了迅猛发展& 德育工作是学校发展的重中之重&

我国目前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由显性德育和隐性德育构成#然而#仍以)灌输式*的显性德育为主#忽视

了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较少.学生的参与性极低等问题& 这恰恰凸显了现行德育

的)苍白无力*& 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本文试从隐性德育的视角来改变这一状况&

%5隐性德育的内涵及特征

%*%5隐性德育的内涵

)德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遵循品德形成的规律#采用言教%身教等有效手

段#通过内化和外化#发展受教育者的品德%政治%法制和道德几方面素质的系统活动过程&*

'%(我们通

常将潜在的%隐含的德育方式称之为隐性德育& 我国的隐性德育教育研究从 #$ 世纪 "$ 年代起步#虽然

在此过程中已对隐性德育进行了特别的关注#但却并没有统一的概念对其进行解释& 笔者认为隐性德

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社会的发展要求和德育的目的#依据学生自身特点#隐藏教育内容和要求#使学习者

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无意的%暗含的教育内容#并在学习%生活或社交中表现出来#无意识地影响或改变着

受教育者的观点%态度或看法等等&

%*#5隐性德育的特征

在隐性德育的教学方式下#学生完全没有意识到自身处于教学情景之中#而恰恰是这种无意识的%

间接的教学内容可以使学生轻松获得知识#影响或改变他们对待事物的态度#从而使他们形成良好的道

德品质和习惯& 高职院校隐性德育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传递方式的内隐性& 内隐性是隐性德育最显著的特征& 隐性德育是一种无形的%间接的教育形式#

它不像思想政治课那样直接%显而易见& 但正是它的内隐性才能让学生毫无戒备地融入其中#自觉接受

它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受到它的影响& 例如#在教会学生习得尊老爱幼的好品德时#可以不告诉学生这

节课的真正目的#让学生去亲身体验#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学生的品德#形成良好的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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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内容的艺术性& 人在心情愉悦%放松时#更容易接受一些新生事物& 反之#则易产生反感或逆

反情绪&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造成青少年教育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实践在他们面前以赤裸

裸的形式进行#而处于这种年龄的人按其本性来说是不愿意感到有人在教育他的&*

'#(隐性德育不再明

示学生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等等#而是以一种隐匿的方式去暗示学生做什么#使学生更容易去接受& 它

依据学生的特点#多采用暗示手段#使学生乐于参与其中#主动接受新事物%新观点&

教育载体的多样性& 显性德育具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固定的教材等#教育相对来说较简单化& 隐性

德育载体是除显性德育以外的所有的一切信息%技术%活动等要素的集合#具有多样性& 它可以以自然

环境为载体#也可以以人文环境为载体#同样也可以以人际关系%榜样等为载体& 教育者可以根据教学

实际情况#设置具有教育意义的情景#选择具体的教育载体为依托#进行教育活动& 教育载体的多样性

是隐性德育得以实现的重要依托&

教育作用的持久性& 隐性德育对教育产生的作用具有持久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物质环

境%人文环境%榜样等隐性德育载体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变%持久的#因此它所蕴含的教育价值将持久作用

于学生.其次#学生在接受教育时#隐性德育使学生所处的环境更加开放#心情愉悦& 在这种情境下#学

生更容易接受知识和技能#潜移默化地影响自身的行为#并在实际行动中将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品质&

这时的道德品质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

#5高职院校实施隐性德育的必要性分析

显性德育是我国传统德育教学的主要形式#它忽视了学生的群体特征及特点#禁锢了学生的思想#

存在着灌输的倾向& 而隐性德育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新课程的改革与发展#对丰富课堂活力和发展学

生个性具有一定的作用&

#*%5适应新课程改革的需要

新课程改革要求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参与%乐于探究的能力& 高职院校的学生具有独特的群体

特征#他们自我意识强烈#自尊心强#在某种程度上不愿接受别人的教导& 而隐性德育内隐性的独特特

质使其不易发觉#将教育目的%内容隐藏在与之相关的载体中#让学生主动参与#置身其中#对学生自主

学习%主动探究能力的培养有百利而无一害'+(

& 隐性德育适合高职院校学生的发展#同时以一种潜在

的形式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使其养成良好的习惯#进而内化为自身的品德习惯& 隐性德育在

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新课程改革的需要&

#*#5丰富课堂活力的需要

与以往的高职院校传统德育课堂相比#隐性德育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走进了教师和学生的视野& 它

以生活为取向#在学生的真实生活中取材#学生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不再感觉内容古老陈旧%枯燥乏

味#而是有一种真实亲近感#会将自己的道德行为与之进行比较%反思#并不断改进& 正是隐性德育)以

生活为取向*的特点%)润物无声*的教育方式%)潜藏隐蔽*的德育氛围#才使课堂教学真实自然#接近学

生#充满活力#学生更有激情和热情参与其中'+(

& 因此#丰富课堂活力需要隐性德育的参与&

#*+5发展学生个性的需要

高职院校的学生都是一些)"$ 后*大学生#他们大多为独生子女#生活条件较为优厚#家庭条件和社

会环境较好#他们更愿意接受新生事物#具有创新思维#喜欢表现自我#追求自由#彰显个性& 隐性德育

并不否认学习者原有的德育价值观#而是在此基础上完善学生的个人品德#同时也注重学生的个性#关

注学生的个人需要和全面化发展& 它以内容的生活化%载体的多样性%时间和空间的自由性来促进学生

的个体发展& 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学生个性的发展需要隐性德育的配合'3(

&

+5高职院校隐性德育的具体实现策略

+*%5重视教师言传身教&树立良好榜样

高职院校学生基础相对薄弱#普遍存在着自制力不强%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 对于学习%生活%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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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他们往往缺乏主见#盲目跟风#人云亦云& 这就需要教师的合理引导& 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从思想

上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其次才是传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思想是一个人行动的灵魂#前行的动力& 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挖掘身边的隐性教育资源#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并转化为学生自身的道

德品质&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渊博的学识%良好的道德%魅力的人格都可以为学生树立良好的

榜样& 高职院校学生的独特特征使得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更加信奉教师#教师就是他们的航标#为他们提

供可敬的榜样&

+*#5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氛围

校园文化是一种潜在的文化#是校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合影#具有渗透性%教育性%潜在性等功

能#对于学生的影响是稳步渐进的& 首先#高职院校要重视学校物质文化的建设& 学校的硬件设施都是

校园的物质环境#包括建筑物体%教学设备等等',(

&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学生身处环境优美的校园

中便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和熏陶#审视和反思自己的思想行为#不断进步& 同时#也要注重校园精神

文化的建设& 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最高层次#它渗透在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校规%校纪%生活习

惯等等#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学生的道德品质& 因此#在实施隐性德育的过程中#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营造良好的环境#发挥育人作用'&(

&

+*+5增强实践锻炼&提升道德品质

隐性德育只有通过实践锻炼才能内化为学生的道德品质'2(

& 因此#高职院校要增强实践锻炼#提

升学生的道德品质& 首先#高职院校要认真组织安排#依据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采取多种实践形式#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增强他们参与实践活动的激情& 从而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实践锻炼& 其次#高

职院校要认真监督和引导学生的实践活动#让学生能够深入实践#深入工作岗位#在实践中锻炼#在锻炼

中学习#在学习中进步& 学生在实践中可以加深对思想道德品质的理解#不断反思自己的思想#在反思

中进步#最终把一些优异的品质内化为自身的道德#提升自我品质&

35结语

针对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德育的一些弊端#本文从隐性德育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实现策

略& 虽然隐性德育有其特定的优势#但并不是说要一味排斥显性德育#要在具体过程中#实现两者的结

合#最终促进高职院校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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