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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篇 原理论，第一章 德育的基础理论，一、道德简论，二、德育简论，三、道德与德育关系简
论，第二章 德育的总体目标，一、德育目标的含义，二、德育目标的类型，三、德育目标的依据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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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海然，1970年生人，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政治学专业，法学硕士，现任大连医科大学社会科学
与管理科学学院副教授。
任辽宁省伦理学会理事、辽宁省雷锋精神学会理事。
主要专著有《三观教育概论》、《大学生人生导航》，共发表《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等省级
以上论文十余篇。
　　曹冬雷，1966年生人，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现任大连医科大学社会科学与管理科学学院副教授。
从走上工作岗位至今，一直致力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
在20多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中，曾获得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大连医科大学优秀政
治理论课教师、大连医科大学先进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唐梅，1975年生人，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现任职于辽宁科技学院文法系副书记，讲师。
主持并参加多项省级课题研究。
担任《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副主编，发表《某高校师资队伍状况调查与分析》等省级以上论文多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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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原理论第一章 德育的基础理论一、道德简论二、德育简论三、道德与德育关系简论第二章 德育
的总体目标一、德育目标的含义二、德育目标的类型三、德育目标的依据第三章 德育的基本原则一、
方向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原则二、认知性与践履性相结合的原则三、关爱性与严管性相结合的原则四
、群体性与个体性相结合的原则五、系统性与随机性相结合的原则第四章 德育的主要内容一、思想品
格教育二、道德品质教育三、心理品级教育四、法纪品行教育五、政治品位教育第五章 德育的社会功
能一、德育的个体教化功能二、德育的经济推进功能三、德育的文化孕造功能四、德育的生态平衡功
能第六章 德育的一般过程一、德育过程的寓意二、德育过程的结构三、德育过程的矛盾第七章 德育
的综合网络一、德育综合网络的构成二、德育综合网络的运行三、德育综合网络的作用第八章 德育的
实现途径一、理性教学活动二、社会实践活动三、党团组织活动四、第二课堂活动第九章 德育的实施
工作者一、德育专职实施工作者的劳动特点二、德育专职实施工作者的主要作用三、德育专职实施工
作者的素质要求四、德育专职实施工作者的队伍建设下篇 实践论第十章 德育工作机制论一、德育工
作的一般性理解二、德育机制的科学性内涵三、德育机制研究的现实性意义第十一章 组织领导的实践
机制一、德育工作组织领导的现行体制二、德育工作对组织领导者的总体要求三、德育工作组织领导
的科学运作第十二章 教育培训的实践机制一、教育培训的时代新义二、教育培训的动态网络三、教育
培训的循从原则四、教育培训的实践特征第十三章 舆论引导的实践机制一、舆论引导的道德寓意二、
舆论引导的基本环节三、舆论引导的现实要求第十四章 活动陶冶的实践机制一、活动陶冶的基本寓意
二、活动陶冶的基本环节三、活动陶冶的基本作用四、活动陶冶的基本要求第十五章 奖惩激励的实践
机制一、奖惩激励机制的基本寓旨二、奖惩激励机制的总体要求三、奖惩激励机制的实现途径第十六
章 法纪约束的实践机制一、法纪与道德的辩证关系二、法纪约束机制的德育意义三、法纪约束机制的
主要作用四、法纪约束机制的实现途径第十七章 心理调控的实践机制一、心理调控机制的德育作用二
、心理调控机制的运作要求三、心理调控机制的主要方法第十八章 全面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一、德
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二、德育工作走势的新要求三、德育工作增效的新方略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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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原理论　　第一章 德育的基础理论　　深入研究德育原理与实践，首先搞清楚道德和德育
的基础性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道德学和德育学是紧密相关的两门学问。
它们的互补互促，使社会伦理得以和谐、得以发展，使社会文明得以进步、得以升华。
　　一、道德简论　　道德是人们在复杂的社会交往中须臾不能离开的生活、工作准绳。
良好的道德可以拨正人生的态度，激励人生的进取，优化人生的关系，从而能够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
质，促进全社会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健康发展。
道德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一种　　社会意识形态。
道德传统的出现始于原始社会，道德一词的形成则在春秋战国时期。
在古代，道和德原本是两个概念。
道被看成是道路、规则，德被看成是走正路、行善事。
两字合为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大学篇》和《苟子·劝学篇》中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和“夫
是之谓道德之极”等载语。
其合意是以礼为判断是非善恶的依据，按社会规则多做好事，就会和谐人们之间的关系，达到道德的
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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