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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学生在学校不仅仅

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学校和老师的任务也不仅仅只是教授

书本上的知识，更多的是要对学生进行精神教育，帮助其塑

造人格，塑造灵魂，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健全德育人格。那么，如何构建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模式？

在构建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什么原则？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一、构建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教育模式应该遵循的原则

（一）遵循人性的成长原则

德育其实就是对人的教育，因此，在开展德育教育的过

程中必然要涉及人性。所谓人性，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所拥

有的正常的感性和理性情感，是由社会关系综合制约形成。

无论是在幼儿园、初中、高中，还是大学，孩子们都是处于

接受知识、教育的阶段，这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阶段，是形

成性格品质最为关键的阶段，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因此，

在研究构建一体化德育教育模式时，要严格遵循人的感性和

理性情感，这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二）遵循道德认知的原则

德育是对人们道德认知的教育，道德都是由当前存在的

各种规则形成的。从人们对这些规则表现出的尊重可以发

现，对道德的认知是人们在社会中由各种经历累积出来的认

识。开展德育教育的最终目标也是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让

其拥有丰富的道德思维。新时代有着新的道德认知，不同年

龄阶段也有着不同的道德认知。因此，在构建大中小幼一体

化道德教育模式时，应根据不同时段人们对道德认识的不同

进行相应调整，按照道德认知的生成发展规律来确定相应的

德育教育内容和方法 [1]。

（三）遵循人们道德情感的发展规律

在道德结构中不仅包含了对道德的认知、道德行为，同

时也包含道德情感。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做出各种符合道德

的行为多是出于情感驱动，而道德认知只是道德行为的间接

基础。因此，在构建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教育模式时，除了

要加强人们对各种道德认知的认识，还要培养其道德情感。

麦克菲尔曾经说过，学校应该注重德育教育，而德育教育的

重点应该放在德育情感教育上，让学生能够推己及人，学会

关怀和体谅他人。人们的道德感情世界不是瞬间形成的，其

形成和发展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是由浅到深、由表到里的一

个过程。因此，在构建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教育模式时一定

要遵循道德情感的发展规律 [2]。

（四）遵循人们自身道德行为的原则

在道德结构中，行为是情感和认知的主要表现形式，人

们有了道德认知和情感以后才会做出行动。美国学者纽曼认

为人们的社会行为为道德行为教育提供实践和理论的支撑。

道德行为发展是一个整体，形成自身的规律。在不同阶段对

于同一件事情人们做出的道德行为也是不同的。在构建大中

小幼一体化德育教育模式的时候，需要遵循人们道德行为产

生发展的规律。所以，在实际的德育教学中，制定大中小幼

的行为规范之间，要有内在联系，每一个学习阶段都要有一

个递进关系，整体上能体现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教育体系的

雏形。

二、甘肃省构建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教育模式的策略

（一）政府要加强对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教育模式的重视

当地政府要将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立足甘肃

实际，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任务，全面深化职

业教育改革创新，努力完善甘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

养具有现代工匠精神和国际视野的技术技能人才，精准提升

职业教育服务能力，全面打造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新高地 [3]。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体育运动要从娃娃抓起，德智体

美劳要全面发展”，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

育”并举，努力构建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教育体系，不断加

强和改进学校体育和美育工作，推动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加强

劳动教育，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正确把握人性的生成发展规律

人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

般来说，人的需求可以总结为六个阶段：生理需求、安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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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超越自我需求 [4]。

人性的成长发展只有经历过以上六个从低到高的阶段才能实

现完全的成长。在开展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教育时，一定要

以上述六个发展阶段为依据，构建完整的、科学的、合理的

教学体系。人性实现的主要途径就是道德，开展德育教育的

实质也是将人性中的善体现出来。具体实现可以从以下几点

入手：

第一，幼儿阶段的学生正处在需要满足其生理和安全需

求的阶段，这一阶段是起点；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学生

正处在需要满足其归属和尊重需求的阶段，这一阶段是中间

点；大学阶段的学生正处在需要满足其自我实现和超越自我

需求的阶段，这一阶段是最终点。在上述每一个阶段的教育

中都要将善贯彻进去，用善来引导学生的行为。

第二，上述划分并非绝对，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

定。在这三个阶段中要体现相互联系，前者为后者打基础，

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同时，也要考虑到教育中出现的个别状

况，如个别学生滞后或是超越当前发展阶段的情况等。

（三）正确把握人们道德认知的生成发展规律

人们对道德的认知是通过自身的思维方式来实现的，这

决定了一个人能够达到的道德认知上限。在实际生活中，可

以将道德认知的生成发展分为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点

是奖惩和服从，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工具性的相对主义，第

三个阶段的特征是社会关系中的人际关系和谐，第四个阶段

的特征是社会中存在的法律法规，第五个阶段的特征是人的

权利，第六个阶段的特征是社会伦理。开展大中小幼一体化

德育教育时，要以上述六个人们道德认知的生成规律为依据

构建教学体系。每一个阶段对道德的认识也是不同的。例

如，同样是帮助同学，在不同阶段对为什么要帮助同学的道

德认知不一样。人们不可能一开始就形成既定的、高层次的

道德认知，必须要经过一步步提升才能形成一个正确的认

知。具体来说，在幼儿园时期，学生的道德认知处于一、二

阶段，此时，学生的认知都是将自己作为中心，对外界行为

的判断都是以对自己的利弊为依据。在中小学，学生的道德

认知处于三、四阶段，这时的学生更注重追求同学之间的和

谐与集体氛围的和谐。学生对外界的判断是基于是否遵守人

与人的和谐而定。在大学，学生的道德认知处在五、六阶

段，这一时期的学生逐步脱离了外界权威的影响，将个人权

利、义务和法律法规作为判断行为的依据。每一个阶段的德

育教育都应以此为依据开展。

（四）正确把握人们道德情感的生成发展规律

第一，人一生下来最先产生的是对母亲的爱，接着在和

家人生活中扩展到对家人的爱，在接触社会的过程中扩展产

生对同学、朋友的爱。

第二，道德情感不仅包含爱，还包含着正义、责任、荣

誉等 。人们不是一生下来就具有这些情感的，这些道德情

感是逐步丰富的 [5]。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教育应根据这个特

点，在幼儿时期注重对爱的教育，将爱妈妈作为教育的起
点，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展到对其他家人、朋友、老师的
爱的教育。

幼儿的理解能力有限，在这个过程的教育一定要注重具
体化。例如，爱妈妈可以亲亲妈妈、帮妈妈做家务等。在中
小学时期，爱的教育应从周围的人向陌生人扩展，再向国
家、民族、全球、大自然扩展，让学生明白为什么要爱、怎
么去爱。这一时期的德育教育不应仅局限于爱，还应进行情
感的扩展，让其明白什么是荣誉感、责任感、正义感等，扩
展道德情感教育。在大学时期，应将爱的教育进一步延伸为
博爱，爱人类、爱自然、爱世间万物。大学生已具有丰富的
情感，因此尤其要注重精神教育，这是整个德育教育的最终
归属。

（五）正确把握人们道德行为的生成发展规律

道德行为的生成包括两个阶段：他律和自律。在他律阶
段，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是没有完全意识的，需要外界力量的
约束。在自律阶段，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

认识，自己就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 [6]。幼儿时期，学生

的行为处于他律阶段，因此，教师和家长一定要做好榜样教

育，通过教师和家长的言行来影响和约束学生行为。在中小

学时期，学生正处于过渡时期，教师应尊重学生的行为，注

重引导和启发，不要用强权去压制学生，引导学生发挥自由

意志，提升道德评价能力。在大学时期，学生已经形成了较
好的自律性，学校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导学生，
积极组织开展各种校内外的实践活动，从而不断完善学生的
品格，培养其健全的道德人格。

三、结语

综上所述，构建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既是一个理论
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不能盲目地随意进行，须遵循互
相关联的人性、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的生成发展
规律。只要按照规律办事，定能构建一个互相连接、层层递
进、衔接有序、相互配合、共同提高的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
教育体系，形成一个有活力的大中小幼德育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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