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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叶圣陶先生的德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叶圣陶德育思想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

道德教育是高校思政课的教学之重，他倡导的主体性、实践性、整体性德育原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提供了理论指导，使教学模式可以从主体–客体单向传授转变为主体–主体多向交流，让教学过程可以

从引导学生被动学习到主动实践学习，把教学资源从单一化转变为多样化。因此，要通过四个途径，即

以完善的网络平台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以多样的实践活动打造有趣的教学环境、以有效的教学方式提

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以丰富的教学资源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将叶圣陶德育思想充分地融入我国高校思政

课教学中，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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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e Shengtao’s thought of mor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educational thought. Patriot-
ism education, outlook on life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in Ye Shengtao’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are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rinciples of subjectivity, practicality and integrity of moral education advocated by Ye Sheng-
ta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teaching mode can be changed from subject-object one-way teaching to subject-subject mul-
ti-direction communication, so that the teaching process can be changed from guiding students to 
passive learning to active practical learning, and the teaching resources can be changed from sim-
ple to diversifi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integrate Ye Shengtao’s moral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four 
approaches: building goo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with perfect network platform, creating 
interesting teaching environment with various practical activities, improving students’ comprehen-
sive ability with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promoting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with 
rich teaching resources to help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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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先生，一生都在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而努力奋斗，其教育思想不仅

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探索形成了中国现代教育思想中独特创新的内容，对我国教育事

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叶圣陶德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

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1]。高校思政课教学承担着青少年思想教育的使命，将叶圣

陶德育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不仅是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工作顺利进行的创新举措，更有助于培养一

批政治信仰与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2. 叶圣陶德育思想研究现状 

通过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发现国外尚未对叶圣陶德育思想的相关研究。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

学者对叶圣陶德育思想展开了多层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叶圣陶德育思想的理论内容与实践路径两个方

面。 
第一，叶圣陶德育思想理论内容的相关研究。在文章《叶圣陶新时期德育理论初探》中，学者宋良

栋首次对叶圣陶德育思想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叶圣陶德育思想的核心是为国家培养合格公民，不仅要增

强辨别能力，培养良好的习惯，还要通过实践来加以巩固[2]。学者赵先寿在《“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叶圣陶的德育观》一文中认为，叶圣陶德育思想主要包括端正教育思想、养成良好习惯、提倡善教

善导三个方面[3]。学者任苏民在《叶圣陶德育思想研究》一文中深刻分析了叶圣陶德育思想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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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认为叶圣陶德育思想从特定时代的要求和青少年学生发展的实际出发，涵盖了政治方向、人生观、

道德行为三方面内容[4]。高凤崇等学者在《从叶圣陶的德育思想看德育途径的原则与方法》中分析了叶

圣陶德育思想的主体性、实践性、整体性与师表性[5]。在《立德树人背景下叶圣陶德育思想时代内涵探

析》一文中，任苏民立足于新时代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背景，阐述了以

“做人”为根本，以“人生”为主题，以“人本”为遵循的叶圣陶德育思想，同时深度挖掘了其时代内

涵[6]。 
第二，叶圣陶德育思想实践路径的相关研究。学者张洪鸣在《以叶圣陶德育思想为指导培养小学生

创新能力的实践研究》中阐述了将叶圣陶德育思想、创新教育思想的研究与新课程改革的实施紧密结合

的实践探索历程[7]。学者何茂昌在《叶圣陶主体性德育思想在新媒体时代的价值研究》中将叶圣陶主体

性德育思想和新媒体相结合，探究了高校利用新媒体资源，创新德育手段的四个路径[8]。 
综上所述，近年来，叶圣陶德育思想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价值成果，但研究成果较匮乏，且

主要集中于梳理叶圣陶德育思想的内涵、内容等理论知识以及实践路径，还需进一步深化对叶圣陶德育

思想的研究。比如，第一，研究内容有待丰富。学者们可立足于新时代背景或者新媒体时代，全面系统

地发掘叶圣陶德育思想更深层次的内在价值。第二，研究视角有待拓宽。学者们可注重多学科综合研究，

采用学科融合的方法，从哲学，政治学等学科角度对叶圣陶德育思想进行多角度剖析等。 

3. 叶圣陶德育思想内容及原则 

3.1. 叶圣陶德育思想内容 

叶圣陶先生指出，“受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是做人，做社会够格的成员，做国家够格的公民”[9]。可

见他认为受教育意义重大，要使学生通过受教育成为合格的公民。德育是叶圣陶先生教育思想的重要部

分，他十分强调德育的重要性，叶圣陶先生结合时代要求和学生实际，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创新现

代教育文化，主要从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以及道德观教育三方面内容对其德育思想进行了阐释。 

3.1.1. 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是个体或集体对国家和民族积极的深厚情感，爱国主义教育则是引导人们树立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不管是孔子的“忠君”“爱民”思想、

孟子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第五节》)，还是《离骚》

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过零丁洋》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

及《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诗句，都将古人深厚的爱国之情表达的淋

漓尽致。爱国主义教育向来是中华民族所重视的教育，处于革命年代的叶圣陶先生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着重强调“争取民族解放”“发扬民主精神”的重要性，大力倡导爱国主义教

育的价值与意义。 
爱国主义教育是叶圣陶德育思想中的首要内容，他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与文学创作者，自身政治觉悟

高，加之在先进思想的影响下，深厚的爱国之情在叶圣陶先生心中扎根。时局动荡不安，叶圣陶先生深

刻认识到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同时他认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发扬民主精神”的教

育要以学校教育为主，要贯穿于学生全部生活中。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通过发表演讲、编辑报纸

杂志等动员和支持青年学生。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叶圣陶先生与其他有志之人一同编印《公

理日报》，又接连写下《致死伤的同胞》《五月卅一日急雨中》等文章，真实反映了上海惨案的情况，

抨击和控诉了帝国主义的暴行，这充分体现了他身上“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爱国主义精神。19 世纪 40
年代末，在叶圣陶先生等人的努力下，将《中学生》复刊为《中学生战时半月刊》，《中学生战时半月

刊》在《中学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以“救亡”和“启蒙”为主题，一方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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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青少年学生关心国家命运与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引导青少年学生筑牢科学、民主的观念。1938 年，在

叶圣陶先生发表的《少年们的责任》中，他号召全国青少年学生贡献力量去宣传救国思想，宣传抗战意

识。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先生拟订《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他强调培养学生“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的情感，使每位受教育者都能够有“个己”融入“大群”的社会责任心与国家主人翁精神。叶圣陶先生

的爱国主义教育虽然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但其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精神仍对当代青年具有一定激励作用，

对现代的高校思政课教育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3.1.2. 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是一个人关于人生目的、人生价值等方面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人生观教育是关于这些看法

和观点的教育。人生观教育是叶圣陶先生十分注重的教育内容，他倡导正确的人生观教育，他强调学校

教育要让受教育者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人生观，他将这种人生观看作是个人与社会密不可分的

关系，后来将其概括为“人己一体”。叶圣陶先生在《教育与人生》一文中对人生观教育作了进一步阐

述。他把教育与人生的关系概括为三点，第一，“以教育认识自己”，其一是认识自己的主体，即认识

自我，其二是认识客体，即认识环境和外物；第二，“以教育革新自己”，其一是革除现在的障碍与缺

点，其二是要革除过去错误的观念；第三，“以教育成就自己”，即根据自己的特长与爱好努力提高、

完善、成就自己。叶圣陶先生十分重视对学生的人生理想教育，他指出人人都可以拥有不同的理想，但

也要有反映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的共同理想，比如在抗战时期，叶圣陶先生就提出了“抗战必胜，建国必

成”的共同的基本理想，这不仅体现了他爱国主义教育思想，还体现了其“人己一体”的人生观教育思

想。叶圣陶先生认为，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要有高尚的人生理想作为引领，因此要让学生在了解自身和

社会的基础上，通过良好的教育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理想，正确的人生理想促进学生的学业和就业，

在学业和就业过程中做出的贡献对社会也是有益的。叶圣陶先生的人生观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坚定理

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3.1.3. 道德教育 
道德是指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准则和规范。道德教育是指以一定社会准则和规范有目的地对人们的

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施加影响的活动。道德教育是叶圣陶先生十分重视的教育内容，他指出要将一定的

社会准则和规范转化为学生的道德思想和道德行为，进而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叶圣陶先生多次

强调，教育的本旨就是使学生养成能力和习惯，并要终身以之。教师工作的最终目的，便是培养学生养

成各种良好的习惯。叶圣陶先生说：“习惯是从实践里养成的”[10]。在他看来，学生的道德教育工作要

从日常生活的小事进行，比如教育学生在进出房间时注意开关门的日常行为，在实践中逐步引导学生形

成良好的道德行为，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叶圣陶先生以将学生培养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为教育目标，

提出要着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与政治思想，同时他还特别重视引导学生形成热爱国家、尊老爱幼、关

爱他人等传统美德思想和行为。 

3.2. 叶圣陶德育原则 

叶圣陶先生的德育思想蕴含了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体现了诸多教育原则，根据他的教育

论述大体可归结为主体性、实践性以及整体性三个原则。 

3.2.1. 主体性原则 
主体性原则是叶圣陶先生倡导的主要德育原则。叶圣陶先生十分重视学生的主体性，他认为德育是

教育者教学和受教育者学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完成的双边性活动，因此应当尊重学生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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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位，发挥其主体作用。叶圣陶先生的“瓶子观点”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写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我们爱把受教育的人看成瓶子，瓶子里短少些什么，就给装进些什么”[11]。并以政治课、劳动教材为例

分析了现代教育的缺陷性，深刻阐明了“瓶子观点”是影响学生独立思考的一大原因。关于德育的主体

性原则，首先，叶圣陶先生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他认为德育并不是简单地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强

调教育者要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在了解受教育者的生理心理特点以及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

上传授知识，使学生真正地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自身的东西，从而达到“教为不教”的最终目的。其次，

叶圣陶先生强调教师的正确引导，在书中他写道：“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

后做到不指点，不讲说”[12]。他认为要通过教师的正确引导，使受教育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到举一反

三，逐步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与道德修养水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成长为有益于人民和

社会的合格公民。 

3.2.2. 实践性原则 
实践性原则是叶圣陶先生倡导的核心德育原则。叶圣陶先生强调德育过程应注重学生的实践，受教

育者在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自觉地实践，做到知行统一，以实践作为检验德育效果的标准。

实践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是分不开的，通过“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假如学生进

入这一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岂不是

就不需要教了吗？”[12]这句话，我们也可以发现叶圣陶先生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强调学生的

探索与实践。“我们有个好传统，求知识做学问要讲‘躬行实践’，要讲‘有诸己’”[13]，叶圣陶先生

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受教育者要通过实践将所学理论知识真正转化为自己的思想认识，慢慢内化为自身

道德行为。叶圣陶先生指出，德育过程中的实践性原则，首先引导学生自觉地进行道德实践。一方面要

引导学生广泛参与身心健康和道德提升的社会实践活动，还要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践行正确的

思想道德认识。其次，要使学生持之以恒地进行实践，逐渐养成良好的习惯，真正变成实际行动，最终

形成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良好风气。 

3.2.3. 整体性原则 
整体性原则同样也是叶圣陶先生倡导的重要德育原则。叶圣陶先生强调要注重全方位全方面的德育，

重视发挥各育、各科、各方面的德育作用。“其他学科跟思想政治教育都有关系，只要教的好，都能收

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11]。“学生劳动的习惯，应该而且可能在各科的学习中养成，在课外的各种活动

中养成，逐渐养成，不断实践，这才能够终身以之”[14]。可见叶圣陶先生认为，德育不仅仅在于政治课，

还应融入各个学科教学中，此外还要将德育与智育、体育等其他各育相结合，将课堂内外的德育教学活

动相结合。另外，叶圣陶先生也特别重视发挥家庭、学校与社会的作用，全社会相互配合，通力协作，

共同努力，才能让受教育者不论在何处何时都能接受到德育的熏陶。 

4. 叶圣陶德育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 

4.1. 教学模式：从主体–客体单向传授到主体–主体多向交流 

叶圣陶先生的德育思想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性。他认为，教育是是教育者的教育和受教育者的学习相

互作用、共同完成的活动，在教育中“须认定作之者读之者为学生，即以学生为本位也”[15]。在当前高

校思政课教学中，主体–客体单向传授知识是主要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仅仅重视教师的教，忽略了

学生的主体性，抑制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若将叶圣陶先生的主体性德育思想融入到高校思政课教学

中，可以打破这种单向的僵化的教学模式，打破局限于老师教学生学的不平等的关系，教育者根据受教

育者的身心规律进行教学，从以“知识”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唤醒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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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真正地成为学习的主人。就如同叶圣陶先生所说的：“一个教师，四五十个学生，心好像融化在一起，

忘记了旁的东西，大家来讲，老师和学生一起来研究”[16]。建立一种基于民主、平等、和谐的关系上的

多向的自由的主体-主体教学模式。 

4.2. 教学过程：从引导学生被动学习到主动实践学习 

叶圣陶先生十分重视实践在教学中的作用。他认为，在考察教育成效方面，不仅在于学生是否领悟，

还在于学生如何实践。有关调查显示，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教师格外注重知识的传授，这样虽能按时

完成教学任务，但却影响了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将叶圣陶先生的实践性德育

思想融入到高校思政课教学中，一方面通过实践活动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另一方面可以

激发学生兴趣，进一步学习汲取新的知识投入到新的实践活动中，“知”与“行”统一起来，使教学过

程变得生动轻松有趣，改变只注重学生成绩而忽略学生学习过程的唯结果论教学，逐步使学生从被迫机

械地接受知识转变到使学生主动积极地掌握知识上来，通过实践把知识转变为自己的东西，这才是叶圣

陶先生所说的“有诸己”“躬行实践”。 

4.3. 教学资源：从单一化到多样化 

叶圣陶先生认为，教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将叶圣陶先生的整体

性德育思想融入到高校思政课教学中，一方面，高校不同学科的老师有着多样的教学方法和丰富的教学

资源，各科教师要为大局着想，从整体出发，相互配合，通过学科融合的方式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进

行教学，做到五育并举，提高学生综合能力，进而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学校、家庭、社

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推动三方通力协作，达成教育的共识，这样可以使教育资源更加丰富化，多方共

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5. 叶圣陶德育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 

5.1. 以完善的网络平台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 

叶圣陶先生认为，教师与学生要做亲密的朋友。在如今网络高速发达的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基本

采用了网络平台和新媒体手段，通过使用覆盖面广、交流便捷的网络推动师生之间高效率、高质量的交

流，这既可以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又可以促进师生之间情感交流和精神共鸣。一方面，思政课教师

可以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发布学习任务，学生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随时随地完成作业或者与任课老

师实时互动，通过网络使思政课教学实现空间与时间的无限化，打破面对面交流的尴尬与僵硬，促进师

生之间互相交流与互相了解；另一方面，思政课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锻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比如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主题来制作 ppt、短视频等作品展示，这样充分凸显了学生的主体性，有利于发

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构建良好的学习氛围。这样将完善的网络平台与叶圣陶

先生的主体性德育思想相融合，师生之间形成一种双方互相理解、认同的友好关系，使思想政治教育真

正成为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完成的双边性活动。 

5.2. 以多样的实践活动打造有趣的教学环境 

叶圣陶先生认为，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自然离不开校内、校外的实

践活动，通过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打造出生动有趣的思政课教学环境，使学生接受有形或无形的思想

熏陶，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校内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教育形式互相配合，比如举办红色文化相关演讲

比赛、开设专题思政讲座、思政课我来讲比赛等，设置一定的奖励制度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还可以通过

创建校园物质或精神文化营造良好的氛围，如鼓励学生社团以学院为单位举办征集院风院训、班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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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校外可以积极与社会开展合作，比如假期进行乡风体验活动、专业大赛志愿服务活动等。通过

实践活动，帮助学生主动进行自我体验和思考，使学生在加深专业知识的理解的同时，提高自身修养，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 

5.3. 以有效的教学方式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叶圣陶先生认为，教育应言传身教，教师要具备榜样作用。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师应着力提高自身

修养，以突出的教学能力和有效的教学方式提升学生综合能力。首先，思政课教师应加强自身理论学习

与实践锻炼，关心党和国家大事，自觉从网络、报刊等载体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向资深教授多请教，与

朋辈教师、年轻教师以及不同学科的教师多交流，丰富创新自身教育理念，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

次，思政课教师应主动了解授课班级学生，尝试不同的授课模式与教学方法，将时政热点与网络热点相

融合，及时更新授课内容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最后，思政课教师应加强对学生的社会主义道

德的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

法律道德、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个人道德习惯，帮助学生规避不良价值观的影响。 

5.4. 以丰富的教学资源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叶圣陶先生认为，教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单要体现在思政课中，

还应融入各个课程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单要发挥学校的力量，还应结合社会、家庭、个人的力量。

首先，高校应鼓励学科融合，加强各学科的联系，定期举办学科交流会，使每位教师都成为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上的引路人；其次，高校应充分利用物质资源与文化资源，比如利用宣传栏、学校广播等传

统载体以及网络平台等现代载体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渗透到学校的日常教学和管理方方面面；最后，

在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作用的基础上，加强与社会、家庭的合作，一方面，高校应与政府相关

部门、社区或者传统红色基地加强合作，建立学生实践基地，使学生在实践中了解相关工作流程，接

受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熏陶，增强爱国主义情怀；另一方面，高校应与家长建立紧密的联系，加

强沟通与协作，共同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通过各方协作，整合教学资源，共同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6. 结语 

叶圣陶先生的德育思想在新时代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其爱国主义、人生观、道德教育思想对高

校思政课教学内容有很大的借鉴之处，叶圣陶先生所提倡的主体性、实践性与整体性德育原则，也是当

今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应该大力倡导的。因此，要将叶圣陶先生的德育思想充分融合到高校思政课教学

中来，这既为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正确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思路，又有力弘扬了近代优秀教育思

想，促进了近代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的融合与碰撞，推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出一批

优秀的时代新人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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