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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学德育课程的历史变迁

胡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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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学德育课程在价值导向、课程类型、素材选取、语言方式等四方面都发生了一

系列的变化。在课程的价值导向上，逐渐摆脱泛政治化，从关注个体政治品质到引导儿童过有道德的生活；在课程类

型上，回归生活，从知识化的学科课程到关注情感体验的综合活动课；在课程素材选取上，审视英雄化的教育题材，

从“高大全”的英雄事迹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事件；在教科书呈现的语言上，摒弃成人化的表述方式，尊重儿童的

话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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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学德育课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继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教学大纲（课

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其它各类出版社先后编写、出版了几十套教科书，小学德育工作不断

走上新的台阶，逐渐摆脱泛政治化、知识化、英雄化以及成人化的巢臼，步入规范化、科学化、生活

化的发展轨道。本文将从德育课程的价值导向、课程类型、素材选取、语言方式等四方面进行分析。

一、价值导向：从个体政治化到引导儿童过有道德的生活

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道德教育一直被政治运动所左右，一度“窄化”或“异化”为政

治教育，以政治教育代替道德教育，陷入政治化的情结中难以自拔，“道德教育完全政治化的倾向”

很严重[1]，个体的政治品质优先于甚至等同于道德品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解

放，对道德教育认识的不断深入，德育课程在价值导向上，从关注个体的政治生活到关注社会生活，

从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与素养到养成良好的社会品质，引导学生过有道德的生活。

小学德育课程的名称经历了从《政治课》到《思想品德》再到《品德与生活（社会）》的变化，

从课程名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道德教育开始从泛政治化中走出，课程本身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下

文就依照德育课程名称变化的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一）政治课阶段（1978197819781978 年—1981198119811981年）：拨乱反正，重开《政治课》，全面恢复党的优良德育

传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具有共产主义品质、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接班人。

1978 年，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在小学四、五年级开设

政治课。课程的具体任务是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观点的教育，小学四五年级主要

进行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必要的政治常识教育。”[2]人民教育出版社并于当年编写出版了供小

学四、五年级使用的全国通用小学政治课教科书（共四册）。

1978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小学政治课教科书单元标题

四年级/第一单元：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第二单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

抗/第三单元：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列宁/第四单元：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求

解放/五年级/第五单元：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一）/第六单元：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二 ）

/第七单元：学点正确的思想方法/第八单元：建设伟大的祖国，树立崇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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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课教科书单元标题中可以发现，德育课程主要采用的是政治化的革命叙事风格，如，“旧

社会”、“压迫”、“反抗”、“革命导师”、“解放”、“接班人”等都是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革命语词。德

育课程强调对青少年进行政治品质的教育，引导青少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共产主义政治

觉悟。虽然教育部门对“文革”期间严重扭曲与异化的道德教育进行了纠正，但课程仍然未摆脱“极

左”的影响，继续“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3]，深陷于政治化情结之中。在道德教育内容上，“偏

重于把某一时期党的方针、政策作为德育的最高目标和唯一内容，以此消弱甚至取代道德品质的系统

教育”[4]，教科书的政治意味浓厚，强调阶级斗争的需要，关注学生的共产主义品质的教化与培养，

忽视了对学生的基本道德品质与生活品德的养成。

（二）思想品德课阶段（1981198119811981年—2002200220022002年），积极摆脱“极左”的束缚，通过以“五爱”和“五

讲四美”为中心的社会公德教育与社会常识教育，从小培育学生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应有的良好的思想

品德和行为习惯。

1981 年，颁布了《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改政治课为思想品德课，要求小

学各年级设立思想品德课。并于 1982 年正式颁布了《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试行

草案）》，具体规定了小学德育课程的任务是“使小学生初步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

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为把他们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打下思

想基础”。[5]

1985 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国家教育部门开始对思想品德课教学

大纲进行修订，先后于 1986 年颁布了《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1992 年颁发了《九年义

务教育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的试用稿，1997 与 2001 年分别制订颁发了《九年义务教育

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的试行稿与修订稿。 [6]

诸多的德育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普遍认为，小学各年级除了关注“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

爱中国共产党、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热爱社会主义”等政治品质以外，开始关注“勤奋学习、热爱

集体、爱护公共财物、遵守纪律、文明礼貌、诚实谦虚、勇敢活泼、艰苦朴素”等各种生活品德的教

育，引导学生从小逐步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文明行为习惯。可见，德育课程的政治化情结在淡化，

突破了单一化的政治诉求，更多地关注学生的社会生活品德的培养。

从 1981 年该政治课为思想品德课起，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中对学科性质与任务的规定，逐

渐的摆脱了政治化的“极左”思想，以政治代德育的片面的极端认识，逐渐地回归德育的本然面目，

也反映了人们对思想品德课程认识的深化。

（三）品德与生活（社会）课阶段（2002200220022002 年— ）：回归本真，积极倡导基于生活的儿童品德

发展，帮助学生参与社会、学会做人是课程的核心，儿童生活是课程的基础。

2002 年根据《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知道纲要（试行）》的精神，制定、

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实验稿）》与《全日制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

（实验稿）》。小学低年级开设《品德与生活》课程，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培养品德良好、乐于探

究、热爱生活的儿童为目标。小学高年级开设《品德与社会》课程，以儿童生活为基础，促进学生良

好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的综合课程。

新课程更加关注培养学生的优良生活品质、良好行为习惯、准确道德判断能力以及对社会生活

真切的了解等，为学生积极的参与社会生活做准备，奠定公民的基本品质。强调“以儿童的社会生活

为主线，将品德、行为规范和法制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国情、历史和文化教

育，地理和环境教育等有机融合，引导学生通过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环境、社会活动和社会关

系的交互作用，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经验、情感、能力、知识，加深对自我、对他人、对社会的认

识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基本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初步的道德判断能力，

为他们成长为具备参与现代社会生活能力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奠定基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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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如何有道德的生活，是道德教育所必须追问的。这不仅需要教育者的价值引导还需要个体

的自我积极的意义构建，但无论是价值引导还是自我建构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这次课程标

准的主要设计者认为，“‘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的基本理念是：回归生活。它是以生活为本的 、

是为了生活的、是通过生活进行的”。[8]

从小学德育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德育课程逐渐从浓厚的政治

情结中走出，开始关注学生道德品质的发展，积极引导学生过有道德的生活，为美好的社会生活奠定

良好的道德品质。德育课程在价值观念上经历了政治化到生活化的转向，道德教育的价值在于引导个

体过有道德的生活，而非仅仅作为个体政治化的一种手段。

二、课程类型：从知识化的学科课程到关注情感体验的综合活动课

“回顾以往德育课程中的道德，就其存在形态而言，可以概括为一个基本特点：这是一种知识

道德。它存在于一种体系化的道德知识（理论）之中”。[9]经过一定的学科结构化的加工，德育课程

呈现为一种知识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道德教育陷入主知主义的囚笼而难于自拔。在道德教育的内

容上，强调道德知识的学习与道德规范的习得，如道德情感教育演变为道德情感知识的教育；在道德

教育方式上，说服式的灌输成为主要的教育手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在道德教育评价上，更多的

是知识层面上的，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以及道德行为难见其踪迹。“在这样的基础上，道德教育不可

避免地成为一种教义问答的教学，或者成为‘关于道德’的课。”[10]

纵览 1978 年以后编写的几套教科书可以看出，德育课程主要以说理式的记叙文为主，课文承

载着重要的道德价值，如 1978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政治课》教科书，1982 年，湖南教育

出版社出版的《小学思想品德教育读本》，1988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日制小学试用教材《思想品

德》（除一二册外），都采用的是说理文的编写方式。这就要求在德育方法上主要采用说服教育，要求

教师在讲解课文时要摆事实，讲道理，以求学生“明事理”。如 1984 年编写的《教育学》教科书认

为“说服教育是社会主义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基本方法。……借助语言、事实和示范等方

式，影响学生的思想意识，使学生弄懂道理，提高觉悟。”[11]这也正好印证了 1982 年《全日制五年

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关于教学要求，认为“要在讲明道理、提高学生认识的基

础上，向他们提出适当的实践要求并认真检查指导，逐步培养优良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12]

同时，课文普遍未设置相关活动板块，但基本上都设置有课后练习题或思考题。练习题设置的

目的是要求学生思考课文中所体现的德目，以回答“懂得了一个什么道理？提高了一个什么样的认

识”。如《坚持民族气节》课后练习题是这样设置的，论一论苏武是怎样坚持民族气节的？请你讲一

个坚持民族气节或维护祖国尊严的故事？在同外国人交往中，小学生怎样做才算维护祖国尊严？这种

提问背后存在着明显的学科知识立场，知性思维，可以看出道德教育已经陷入了学科化、知识化的境

遇，相对于道德情感、道德体验， 道德知识、观念获得了优先性的地位。

面对德育课程陷入知识化的巢臼，忽视道德情感、道德体验的现状，1992 年教学大纲要求道德

教育要“以情感人，情理交融。教师要以自己的真实情感，以情载理，激发学生的道德情感”。[13]2001
年对 1997 年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进行修订，

认为“此次修订的重点是解决‘繁、难、偏、旧’和偏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增强时代感，淡化学科体

系，强化实践环节。强调教学要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和社会实际，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对纯知

识性、概念化的内容做了删改，降低过高的认知要求，适当降低难度”。[14]在 2002 年颁布的《全日

制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更是摒弃了书本中心的学科知识体系，提出

德育课程是在小学中开设的一门以儿童社会生活为基础，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的综合

活动课程。

新课程标准认为，德育课程的基本目标是帮助学生参与社会、学习做人，这就要求德育思维不

能是远离道德情感体验的知性思维，德育课程不能只是传授道德知识、概念的知性德育。做人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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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停留在书本（知识）上是不够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实际生活中进行。新课程非常强调儿童的参与 ，

强调儿童在各种活动中成长。儿童的社会性品德源于他们对生活的认识、体验和感悟，儿童生活对其

品德的形成和社会性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儿童活动中，体验作为不同的社会角色，如家庭成员、

班级成员、中国公民、炎黄子孙等。儿童对生活的认识、体验和感悟是儿童成长的重要资源，离开了

儿童体验与参与，品德的形成易陷于纸上谈兵的窘境。

在回归生活的课程理念下，新版教科书在组织结构上，围绕儿童生活不断扩展、螺旋式展开，

而非知性概念、范畴的推演。从个体、家庭、学校班级、家乡或社区、祖国以致走向世界，教科书紧

密地围绕着儿童个体的生活场域。在新课标的内容标准中，划分为“我在成长”、“我与家庭”、“我与

学校”、“我与家乡社区”、“我是中国人”以及“走进世界”六个板块。例如，2003 年江苏教育出版

社出版发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实验本）五年级上册的四个单元就是立足儿童生活，

从“我是谁”（认识自我）、“我学会与人相处”（与人相处）、“我是班级的主人”（班级生活）到“我

们都是炎黄子孙”（祖国），由近而远、从小到大同心圆式螺旋展开的。

教材不再仅仅是提供知识的文本，更是师生对话的平台，通过组织具有道德意义的活动，儿童

成为学习的主体，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活动当中，并获得了生活中的道德智慧。课程的设计充分体现了

新课程理念，认为有效的教育必须采用儿童乐于和适于接受的生动活泼的方式，帮助他们解决现实生

活中的问题，如 2003 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实验本）五年

级下册第 1课《父母的难处》中活动的设计。

图 1：《父母的难处》的课文设计结构

街头调查：了解为人父母的难处

调查统计：了解家里的各项费用支出

超级访问：选择几位家长进行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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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儿童通过调查、访问等活动发现了每一位父母都有很多难处，并深深地感受到家家都有

本难念的经；接下来，通过自己的回忆与观察知道了那些难处与自己相关；再次，面对我们都为父母

做些什么，儿童们展开讨论；最后，儿童认为可以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送父母一片阳光。

虽然教材中只字未提“关心”、“体谅”等词，但就这样儿童体会到关心与体谅自己的父母，推而言之 ，

学生懂得了体谅是一种重要的品质，学会了关心，如何关心他人，关爱社会。

课程通过各种各样真实的道德情景，把抽象的道德原理和规范以具体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从

而加深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以及激发学生的道德情感体验。回归生活成为课程

的基本理念，儿童的生活成为课程展开的基础，道德教育不再是凌驾于生活之上的道德规范习得。道

德教育就在儿童现实的生活中，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做人，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过着有道德的生

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道德教育不再是一系列的道德知识的堆砌过程，“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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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道德知识的获得，而在于引导人们去选择、建构有道德的生活、生活方式”。[15]在多样态的生活

中，儿童参与多种活动，体验多样化的角色，经验了生态化的情感体验，培养他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成为有爱心、有责任心、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个性品质的人。

三、素材选取：从“高大全”的英雄事迹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事件

历史人物故事、革命前辈与英雄模范的事迹、少年儿童中先进事迹、童话、寓言、诗歌、民间

故事等题材中蕴藏着重要的“道理”，负载着深刻的道德意蕴，是重要的道德教育资源。我国历来都

很重视这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常常通过历史伟人、民族英雄、革命导师、著名科学家、思想家和各

方面的杰出人物等对青少年进行教育，通过这些典型的伟大业绩、光辉形象、高尚品格来影响青少年

的品德成长。如 1982 年大纲中强调要“树立榜样。要善于用革命前辈和英雄人物的模范事迹，教育

鼓舞学生。同时，也要注意表扬学生中的好人好事，启发影响学生。”[16] 1986 年大纲“要积极诱导，

充分运用榜样的力量，用革命前辈和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以及学生中的好人好事教育学生”。[17]

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教科书非常强调典型性榜样的塑造与树立，在道德素材的选取上，关注

英雄人物故事与各种先进人物事迹，如 1982 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小学思想品德教育读本

（第四册）》出现的人物有宋庆龄、列宁、朱德（出现两次）、杨冲、高玉宝、雷锋、吴丙治、邱盛春 、

龚虎其、大禹、李四光、詹天佑、岳飞、郑成功、竺可桢、华罗庚、陈毅、焦裕禄、孙叔敖、孙中山 、

吕士才等。1988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小学试用教材《思想品德》（第七册）所选用素材中出现的

人物有周恩来、刘伯承、苏武、吉鸿昌、徐悲鸿、许海峰、郑成功、孙中山、刘倩倩（“菲利亚”奖

章获得者）、褚红（打破儿童女子 100 米蝶泳纪录者）等。

这些人物都是历史上或当时人们学习的榜样，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他们的光辉事迹鼓舞了一

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激发了无数炎黄子孙。同时，这些榜样在塑造、树立与学习过程中被无限拔高、

完美化，榜样都是完美主义者，有点“不是人间烟火”的意味，脱离儿童的生活世界，这种强烈的理

想与现实的反差，使榜样反而显的不真实。“过于理想化的弊端是一直存在的，它严重影响了榜样的

可信性和榜样的有效性，直接引发了青少年对榜样的逆反心理。”[18]课文中的这些榜样更多的是以成

人的面孔出现，课文中堆积了大量的成人的事迹，讲述的主要是成人生活世界中的故事。对儿童来说 ，

很遥远，不可亲。

道德教育的课堂充斥着英雄以及英雄事迹，学生生活在“英雄的国度”，现实课堂演变为“他人

的世界”，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这些“高、大、全”的英雄榜样生活在飘渺的“空中”，离现

实太远，这也导致了道德教育对儿童来说，只能是“假、大、空”。

面对道德教育脱离生活的现状，儿童所熟悉的生活却消失在儿童的“道德生活”之中。《全日制

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了回归生活的课程理念，认为《品德与生活

（社会）》是一门以儿童社会生活为基础，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的综合课程。题材的

选取方面更多的关注儿童身边的事件，围绕儿童的日常生活展开。

表 1：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实验本）（五年级上册），2003 年，江苏教育出版社，

单元标题 相关事件 相关人物

我是谁 自我展示与欣赏；正视缺点并相互激励；独立思

考、不盲目从众；抵制诱惑、管住自己；怎样才

能心想事成等

我自己、父母、爷爷奶奶、老

师、同学、邻居、杨利伟、姚

明、未来的我等

我 学 会 与

人相处

帮帮小美、赞美他人、沟通无极限、真情付出、

男女有别、我们都是好样的、共同成长的日子、

交换快乐、小上帝不让老人等

我自己、同桌、老师、爸爸妈

妈、小美、金莉、光头男孩、

悦欣、王雅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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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1可以看出新版教科书：

1、在题材的选取上，基本上是儿童生活世界中所面临的问题，如了解自己的优缺点、怎样与他

人相处、如何管束自己等。教科书的基本素材都是以儿童日常生活为基础，儿童身边的日常生活事件

成为教材的主要材料，如如何参与班级生活、了解自己的权力与义务班级中的岗位以及自己给自己设

个岗等。强调道德教育“必须贴近儿童的生活，反映儿童的需要，让他们从自己的世界出发，用自己

的眼睛观察社会，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社会，用自己的方式研究社会”。

2、在人物的选取上，儿童生活的共同建构者成为教科书中的主要人物，这些都是儿童身边的人 、

与儿童最亲近的人、最熟悉的人、最真实的人。与儿童打交道的人不再是远离儿童的英雄，而是儿童

所熟知的人，如第一单元中出现了儿童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老师、同学等以及儿童所向往、所熟

悉的明星，如姚明、杨利伟等。摆脱了以往教科书中远离儿童生活“高、大、全”式的英雄榜样。

道德教育不再是凌驾于生活之上的英雄们的故事，回到了儿童熟悉的生活领域，儿童围绕着自

己的现实生活事件，在自己的道德生活中构建个体的道德品质。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做人，养成良

好的道德素质，过着有道德的生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四、教科书的语言：摒弃成人化的表述方式，尊重儿童的话语方式

儿童话语权是儿童一项重要的权利。在教育中，儿童不仅有说话的权利，可以说出自己想说的

话，表达自己，更重要的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说话，按照儿童的思维来交流，而不是在成人化的世

界中思维、交流。儿童用自己的话语方式交流，而不是在成人化的语言中默默无语或者言不由衷。

成人化的叙事在以前的几版教科书中司空见惯，在小学德育教科书中也不例外。教科书中大部

分讲述成人的故事，如 1988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小学试用教材《思想品德》（第七册）所讲述

的是故事有周恩来参加傣族泼水节、刘伯承与彝族首领结拜为兄弟、苏武牧羊、吉鸿昌流亡、徐悲鸿

留学、许海峰与“零”的突破、郑成功收复台湾、孙中山“安庆焚烟”等，儿童自己的故事只有“菲

利亚”奖章获得者刘倩倩，打破儿童女子 100 米蝶泳纪录者褚红。这些英雄事迹与儿童的现实生活联

系不大，并没有达到大纲要求的“灵活多样，生动活泼。要从儿童的年龄特征出发，形象具体深入浅

出的进行教育，把思想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起来”。[17]

课文用成人化的语言来讲述成人故事，从表 2 中可以看出，课文中所出现的名词都不是常频词，

在儿童的现实生活中都很少会使用到或见到，如匈奴、单于、使节等都是特定词汇。动词的使用也缺

乏形象性，不生动，如求和、即位、流放等。修饰词在儿童的现实生活中也是难以体会到的，如日夜

思念、坚贞不屈。

表 2：《坚持民族气节》，小学试用教材《思想品德》（第七册）， 1988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我 是 班 级

的主人

我们长在同一棵树上、集体生活、我在班级中的

特殊贡献、我有哪些权利、尊重他人的权利、班

级中的岗位、我们班级的优缺点等

略

我 们 都 是

炎黄子孙

略 略

名词 动词 修饰词

民族气节、爱国英雄、苏武牧羊、匈

奴、汉朝、单于、使者、汉武帝、使

节、首领、北海（贝加尔湖）、毛毡、

崇拜、流传、求和、回访、扣留 、

投降、逼迫、动摇、屈服、盼望 、

流放、即位、和亲等

崇高、坚贞不屈、

顽强、日夜思念、

千辛万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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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中可以看出，在成人化的表述方式下，在大而空的教条训诫下，儿童犹如“穿着大人的

衣服在舞台上表演”一样，滑稽至极。新课程要求，道德教育不再是成人化的道德命令肆虐的世界，

道德教育必须儿童在场，摒弃成人化的说教语气，儿童用自己的语言进行道德叙述。

图 2：《我是谁》的框架结构，《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上册）， 2003 年，江苏教育出版社

我是谁

我更了解自己了

我是自己的主人

我心中的那颗“星”

我挺不错的

我能管住我自己

我也不完美

我相信自己能变得更好

我是我自己

我会自己拿主意

我心中的“星”

群星荟萃

怎样才能心想事成

从图 2中可以发现：

1、儿童成为教科书的表达主体，“我”是主语

从教科书的标题看，以第五册上第一单元《我是谁》为例。课文的表达得以主体“我”凸现，

表现为“我……”，而非省略主语、指向普遍的“你”；从命令式的道德祈使句式，如（你应该）“自

立自强求上进”、（你应该）“不甘落后奋进取”等，转向陈述句式，如“我是自己的主人”、“我能管

住自己”、“我心中的那颗‘星’” 等。这样，儿童成为教科书的表达主体，每一个儿童都是具体的、

具有独特性的我，而不是不分具体情境的、去个性化的你。从普遍的道德要求内化为儿童个体的自觉

诉求，“我需要设身处地为人想，我能为父母做点事，我能关心与体谅父母”。

2、儿童化、形象化的表述，而非成人化的表述

以前几版教科书使用的是成人化的语言，如：“为人正直讲公道”、“做事要有责任感”等，而新

教科书则使用儿童化的标题，如：“我挺不错的”、“我心中的‘星’”、“我更了解自己了”等。这样，

儿童的地位得以凸现与尊重，儿童的学习材料不再是僵硬的概念体系的堆砌，不再充斥着普遍命令，

不再是成人的附属地。

从教材中的比喻看，以 2003 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品德与社会》第五册上第七课《我们

的班级》为例。把班级比喻成一棵大树，如我们长在同一棵树上，我是树上的一片树叶，咱们这棵树

荒漠、汉昭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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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得怎样等，而不像老版教科书中那样，面对的是个人与集体概念的辨析，个人是集体中的个人，集

体是由个人组成的。这使教科书更加形象化，符合儿童的实际，适应了儿童的口味。

相对于前几版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充分尊重了儿童的话语方式，儿童成为课程表述的主语，教

科书表述语言更加形象化，更加关注儿童的生活情感体验。

从小学德育课程的历史变迁中可以看出，道德教育不再是政治生活的附庸，德育课程不再是知

识所堆砌起来的，儿童不再生活在成人话语所建构的英雄世界中，摒弃了训诫式的说教语气。新课程

强调，在儿童的生活中，围绕儿童的日常生活，进行有道德的道德教育；参加多种活动，积极体验多

样的社会角色，养成积极的生活态度与生活能力；尊重儿童的语言，用儿童的思维去体验道德，引导

儿童过有道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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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the curriculum of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has been

changed greatly in four aspects. Firstly, the value guidance of the curriculum has changed from attention individual

politics quality to guiding children living morally. Secondly, in the aspect of curriculum form, the disciplin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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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concentrated on knowledge has transformed to the comprehensive one, and this curriculum calls more

attention on the emotion experiences. Thirdly, the everyday life of “ours” has come into the curriculum with the

heroic models becoming less and less. Lastly, the way of children’s language performance has become the major
one in the presence way of the textb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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