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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德育教学中价值观的塑造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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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聚焦高中德育教学中价值观的塑造与培养机制，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科尔伯格道

德发展阶段理论及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剖析当前高中德育存在的教育内容与学生生活脱节、传统文化教育形式

化、网络技术应用不足、评价体系缺失等核心问题。通过构建生活化场景重构法、项目式学习实践体系、沉浸式

文化工坊等创新策略，探索价值观教育从认知灌输向实践内化的转化路径，并提出发展性评价指标体系与数字化

成长追踪系统，为新时代高中德育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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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中阶段是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德育作

为培根铸魂的基础工程，肩负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使命。当前高中德育面

临多重挑战，如何在遵循青少年心理发展规律的基础

上，将抽象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精神

力量，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1 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

1.1 研究背景

高中阶段是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依据埃

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此阶段正处于自我同一性 vs 角

色混乱的心理冲突中，价值观塑造关乎精神成长的根

基。与此同时，社会转型期的多元价值冲击加剧——

网络信息碎片化消解价值共识，消费主义与个人主义

倾向动摇价值选择，使高中生面临复杂的精神成长环

境。《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

施纲要》等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价值观教育的核心地位，

要求学校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价值观培育体系。在此

背景下，探索高中德育中价值观的科学塑造与培养路

径，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1]。

1.2 理论基础

高中德育中价值观塑造的理论根基深厚且多元。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价值观教育锚定

精神内核——价值观作为人的精神成长的核心要素，

是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强调其对学生思想境界

提升的根本性作用。科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理论指出，

高中生正处于后习俗水平，需超越具体规则约束，引

导其从遵守规范转向认同普遍伦理原则，为教育中注

重价值思辨与原则内化提供依据。班杜拉社会学习理

论则揭示，价值观形成非单向灌输，而是通过观察学

习、榜样示范等社会互动逐步建构，提示教育需创设

真实情境，以正向行为示范推动价值认同的具象化与

行动化。三者共同构成价值观塑造的理论支撑体系。

2 高中德育中价值观塑造与培养存在的问题

2.1 价值观教育内容与学生生活脱节

当前高中德育中，价值观教育内容常呈现悬浮状

态，与学生的真实生活场景存在显著割裂。教材与课

堂讲授多聚焦抽象的价值概念，却较少触及学生在成

长中面临的真实困惑——如网络社交中的边界感、学

业竞争与合作的平衡、个人兴趣与家庭期待的冲突等。

这种空中楼阁式的教育，使学生难以将课本中的价值

准则与自身经验产生联结，认知与行为易出现两张皮：

口头认同诚信重要，却在考试作弊的侥幸心理前动摇；

理解尊重他人，却未必能在网络言论中克制攻击性表

达[2]。

2.2 传统文化教育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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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校将教育简化为背诵古诗文、参观文化遗

址或举办汉服节经典诵读等活动，却未深入挖掘传统

文化中的价值内核。学生虽能复述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的文句，却未必理解其在现代人际交往中的意义；

虽能背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却难以将其转化

为面对挫折时的心理韧性。这种形式化的教育，使传

统文化沦为知识符号，而非滋养价值观的精神养料，

最终难以真正触动学生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践行[3]。

2.3 网络新媒体技术应用不足

面对数字原住民的高中生群体，价值观教育对新

媒体的应用仍显滞后。当前德育课堂多依赖传统讲授、

板书或 PPT 展示，而学生日常活跃的网络空间却未被

充分利用。教育内容未能以学生熟悉的新媒体形式呈

现，导致价值观教育的影响力被网络碎片信息稀释—

—学生在刷到躺平有理的调侃视频时产生困惑，却难

以在学校教育中获得及时、正向的价值引导；被网络

亚文化中的丧文化感染，却缺乏通过新媒体接触主流

价值阐释的机会。

2.4 价值观教育效果评价体系缺失

现有评价多依赖纸笔测试，侧重考察学生对价值

概念的记忆，却难以评估其真实认知深度；评价主体

单一，多由教师单向判定，缺乏学生自评、同伴互评、

家长参与的多维视角；更忽视对价值观形成过程的追

踪——学生的价值认知是否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认同、

是否在具体情境中实现知行合一，均缺乏系统的观察

与记录。这种缺失的评价体系，导致教育者难以精准

把握学生的价值成长状态，也让价值观教育的改进缺

乏针对性依据[4]。

3 高中德育教学中价值观塑造与培养的实践

策略

3.1 生活德育浸润工程

全寄宿制学校可为价值观教育提供全天候场景支

撑。通过重构宿舍、食堂、班级等生活场域的教育功

能，将价值观培育融入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例如在宿

舍管理中，推行自主议事制度，由学生自主制定卫生

轮值、熄灯管理等公约，教师以观察员身份引导民主

协商过程，潜移默化培养规则意识和集体责任感。餐

厅设置感恩餐桌，通过菜品溯源教育、光盘行动打卡

等方式，将勤俭节约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班级推行

德育微课堂，利用晚自习前 15 分钟开展时事辩论、道

德两难情景模拟等活动，教师作为引导者帮助学生建

立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这种浸润式教育模式充分利

用寄宿制时空优势，使价值观教育突破课堂边界，形

成时时育人、处处育人的全方位格局。在宿舍管理中

引入星级文明寝室评比，将卫生习惯、作息规律等纳

入考核指标，通过可视化数据墙展示进步轨迹。食堂

推行膳食委员会制度，学生参与菜单制定与营养搭配，

在劳动教育中强化珍惜粮食意识。

3.2 项目式实践育人体系

针对寄宿制学生群体特征，构建校园服务-社会实

践-自我管理三维项目体系。开发校园生态管家项目，

组织学生分小组承包植物养护、垃圾分类等任务，通

过长期观察记录培养生命关怀意识；设立寝室文化建

设项目，鼓励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设计文化墙、制定特

色公约，在协作中增强集体荣誉感。校外实践方面，

依托周边社区资源开展银发守护计划，组织学生定期

走进养老院开展志愿服务，通过为老人读书、协助康

复训练等具体行动，深化尊老孝亲的价值体认。项目

实施采用目标-过程-反思闭环管理，通过成长档案袋

记录学生在项目中的行为表现与思想变化，将价值观

外化为持续的行为习惯。社会实践实施双导师制，校

内教师与社区工作者共同指导学生设计养老院代际沟

通活动方案，通过生命故事访谈建立情感联结。自我

管理项目开发 21 天习惯养成小程序，学生自主选择如

晨跑、晨读等目标，系统生成成长曲线图，定期组织

线下成果拍卖会，用虚拟币竞拍他人优秀经验，强化

行为养成的内生动力。

3.3 沉浸式传统文化工坊

针对寄宿制学生课余时间集中的特点，打造传统

文化体验工坊矩阵。开设节气生活实验室，在立春制

作春盘、冬至包饺子等传统节气活动中，融入天人合

一的哲学思想；创建非遗技艺传习所，组织学生体验

活字印刷、扎染技艺，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工匠精神。

创新性开展经典新解剧场，将《论语》《孟子》等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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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改编成校园短剧，学生通过角色扮演体悟儒家文

化中的仁爱之道。工坊实行导师制+项目制运行模式，

聘请传统文化专家担任顾问，学生通过申报文化研究

课题开展深度学习。这种沉浸式体验打破传统说教模

式，使学生在具身体验中完成价值内化，有效解决传

统文化教育形式化难题。经典剧场推行跨时空对话形

式，学生改编《愚公移山》剧本时加入现代环保议题。

工坊建立文化积分银行，学生通过完成技艺挑战积累

积分兑换研学机会，专家顾问团定期开展文化会诊，

针对学生提出的传统价值现代转化难题进行研讨示范

[5]。

3.4 网络素养共生系统

针对寄宿制学生网络使用集中化特点，构建三位

一体网络育人生态。建立宿舍网络文明公约，通过学

生自治组织制定网络言行规范，设立网络文明监督岗

开展同伴教育；开发智慧德育 APP，设置价值观微课堂

热点辩论厅等模块，运用大数据分析学生关注热点，

智能推送定制化教育资源。创新开展网络正能量创作

营，组织学生拍摄校园微电影、制作原创动漫，用青

年话语传播主流价值。建立家校社协同网络，通过云

端家长会、线上德育讲堂等渠道，构建线上线下联动

的价值观教育网络。该系统充分运用寄宿制管理优势，

将网络空间治理转化为价值观培育新阵地，有效应对

数字时代德育新挑战。

3.5 发展性评价指标体系

认知维度关注价值理解的深度：从能背诵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24 字到能辨析‘个人自由与集体责任’

的边界，评价不仅看记忆准确度，更注重对概念内涵

的批判性思考；价值判断敏锐度则通过典型案例分析，

评估学生能否快速识别价值冲突并给出合理选择。行

为维度突破课堂表现的局限：日常行为观察记录学生

主动捡起教室垃圾耐心为同学讲题等微小善举；价值

引领示范性则关注学生在小组合作、社团活动中的影

响力——是否主动倡导公平规则，能否带动同伴参与

公益活动。情感维度聚焦价值认同的内在动力：情境

访谈通过如果遇到老人摔倒，你第一时间会怎么做？

为什么？等问题，探查学生的真实动机；心理韧性测

试则观察学生在面对价值困惑时的情绪调节能力。

3.6 数字化成长追踪系统

德育成长区块链平台通过数字化技术将抽象的价

值成长转化为可追溯、可分析的数字画像。分布式账

本记录确保了成长数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每一次志

愿服务时长由服务对象电子签名确认，诚信考场表现

通过监控系统自动存证，公益劳动成果通过照片+文字

描述上链，这些节点数据不可篡改，形成学生价值观

成长的数字足迹。大数据分析技术则将这些碎片化数

据转化为可视化图谱：横轴是时间线，纵轴是价值观

维度，每个节点标注关键成长事件。教师可通过雷达

图直观看到学生的优势领域与进步空间；学生则能通

过个人成长报告，清晰看到我从哪里来我现在在哪里

我要往哪里去。这种动态追踪不仅为教育者提供了精

准干预的依据，更让学生在看见自己的成长中获得价

值践行的内驱力——当他们发现坚持诚信考试被记录

为成长亮点，参与公益活动的时长与同伴影响力正相

关时，会更主动地将价值观要求转化为日常行为。

3.7 网络生态治理共同体

面对高中生网络原住民的身份特征，网络生态治

理共同体以角色转换为核心，将学生从网络信息接收

者转变为价值传播主导者，构建起教育者—受教育者

—传播者的良性互动生态。清朗空间共建计划中，学

生网络监察队的组建突破了传统教师监管的单一模式：

学生通过培训掌握网络信息甄别、正向内容创作等技

能，主动巡查校园社群中的不良言论，并以同龄人视

角发布辟谣小课堂正能量接力等内容。这种学生管学

生的模式，既降低了说教的抵触感，又通过同伴示范

增强了价值认同的说服力。而正能量话题孵化器平台

则为学生提供了创作工具与展示舞台：学生可拍摄我

的劳动日记短视频记录社区志愿服务，用 Vlog 分享解

一道数学题时的坚持，或录制给学弟学妹的学习心态

建议。平台通过算法推荐优质内容，让努力比天赋更

重要善意比流量更珍贵等价值观在校园网络空间自然

传播。网络礼仪学分银行则将学生的网络行为量化为

成长积分——发布正能量内容可积累善意值，参与网

络文明讨论可兑换责任分，这些积分不仅计入综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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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评价，更能成为评选网络文明之星的依据。

结语

总之，高中德育教学中价值观的塑造与培养是一

项系统工程，既需要理论层面的创新建构，也离不开

实践层面的持续探索。通过重构教育场景、革新教学

方法、完善评价体系，初步构建了认知—实践—评价

三位一体的价值观教育模式。未来，随着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德育工作将进一步实现精

准化、个性化与智能化。我们期待通过持续的教育创

新，帮助青少年在价值多元的时代浪潮中筑牢精神根

基，成长为具有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与全球视野的时

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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