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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高思想道德修养课教育实效的思考

王 曦
(四川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教研部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要全面提高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教育实效,必 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明 确思想道德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教育内容上 ,要 注重理论与学生实

践、社会实践的结合 ,突 出时代特色;在 德育目标的设工上 ,应 有层次性;在 教学方法上 ,应 重视学

生主体性,采用理论灌输与启发式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 教师队伍建设上 ,应 走专职化、专家

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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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课 (亦 称思想品德修养课 )是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重要环

节 ,它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十几年

来 ,思想道德修养课构建了比较完善的课程体系 ,

编写了较为成熟的教材 ,摸索出了-套相应的教

学方法 ,建成了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教师队伍 ,为

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

从面向未来、对于新世纪的各种挑战而言 ,我 国高

校思想道德修养课教育的局限性 日渐明显 ,仍 有

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为此 ,许多德育工作者

~做了积极的探索。本文拟从指导思想、教育内容、

教学方法、教师队伍几方面来进行探讨 ,以 图全面

提高思想道德修养课教育的实效 ,以 更好地为培

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

- 指导思想

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思想 ,是改革开放 zO多年来学校德育

工作取得成绩的根本保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
八五

”
规划国家重点课题《改革开放条件下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若干问题研究》的报告

指出 :“ 在改革开放条件下 ,学校德育必须坚持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学

校德育工作的起伏和发展 ,与指导思想直接有关。

什么时候指导思想正确 ,学校政治教育就会顺利

发展 ;什么时候偏离正确的指导思想 ,学校德育就

会受到干扰 ,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削弱 ,影响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
”
[丬 因此 ,在面

向 21世纪的新形势下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的关键时期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一定

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特别是邓小平理论

的指导。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

指出 :“ 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 ,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整

收柄日期Ⅱ999ˉ09o15

作者简介 :王 曦(1%5-),女 ,重庆大竹人 ,四川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教研部讲师 ,法学硕士。



第 4期 王 曦 全面提高思想道德修养课教育实效的思考 61

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
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品德

素质培养的过程 中 ,应该使大学生真正懂得邓小

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

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是毛泽

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是 当代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

新阶段 ,进而使大学生坚信邓小平理论是引导全

国各族人民迈向 21世纪的伟大旗帜。

第二 ,明 确思想道德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首先 ,实施素质教育 ,必须把德育

放在首位。因为德育是方向 ,是灵魂 ,它决定着学

校为谁服务、为谁培养人才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

大问题。但是 ,把德育作为首位并不是说要用德

育代替一切。素质教育是由德、智、体、美、劳五育

组成的 ,它们既相互独立、相互区别 ,又 相互联系、

相互渗透 ,构 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们 中的任

何一育都不能缺少 ,也不能被代替。因此 ,必须端

正对德育的认识 ,既 不能以德育代替一切也不能

轻视德育。其次 ,德育对培养
“
四有

”
新人具有特

殊作用。1995年 ,《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

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应该
“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热 爱社会主义

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 ,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

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 ,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 ,

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新 的科学精

神
”
。这是新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型人

才素质的全面而科学的概括 ,也是德育目标的集

中体现。因此 ,德育对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高校党委、有关主

管部门的领导和全体教师 ,应充分认识到德育的

重要性 ,给予思想道德修养课应有的重视 ,使思想

道德修养课建设上新台阶。因为没有领导观念的

转变就不可能有实施措施的可靠保证。面向新世

纪 ,高校有关领导必须站得高、看得远、行得实 ,重

视德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只有这样 ,才

会真正塑造出适合时代要求的人才。

二 教育内容

第一 ,统-教材内容。思想道德修养课在内

容上的改革,首先耍在教材上下功夫。过去由于

各种原因,各地根据 自己对德育目标的理解自编

教材 ,使得教材内容不统一 ,深度、广度不一致 ,难

以提高思想道德修养课的质量。如有的省统编教

材中就没有
“
继承和弘扬 中华 民族优 良道德传

统
”
的内容。罗国杰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 :“ 尽管

教育部已经编写出全国高等学校思想道德修养课

示范教材 ,但是有些高等学校的领导和教师 ,出 于

评职称和某些经济利益的考虑 ,自 编教材。这些

教材 ,一 般在质量上缺乏可靠的保证 ,这种情况 ,

应该得到纠正。
”
[2]因 此 ,要 提高思想道德修养

课的质量 ,必须要统一教材内容。其次 ,为 了提高

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的针对性 ,应 采用专题形式

编写教材。教材的讲授宜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 ,

因为在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教学 中;基本概念的讲

解不是主要 目的 ,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

有针对性地澄清模糊认识 ,用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教育学生 ,引 导他们 自觉抵制错误思想的侵

蚀。从这种意义上讲 ,思 想道德修养课的 目的不

在于盲 目灌输 ,而在于与学生进行思想交流。因

此 ,以 专题的形式编写教材 ,以讲座的形式教学 ,

更能发挥思想道德修养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

功能 ,从而避免
“
这周讲概念、下周讲现实意义

”

的尴尬场面。

第二 ,突 出时代特色。思想道德修养课是针

对大学生思想实际而进行的-种教育。由于大学

生所处的社会环境在不停地变化 ,其思想也会跟

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 ,思 想道德修养课不

能固守陈旧的内容 ,应该大胆改革 ,删除一些过时

的内容 ,增添一些新的内容 ,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

如大学生与环境保护、反对毒 品、网络道德规范

等。面对 日新月异的社会 ,为适应新世纪的要求 ,

思想道德修养课的内容应 以
“
品德素质教育

”
为

中心展开。笔者认为 ,思 想道德教育至少应包括

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核心问题 ,即 国家对大学

生在 目前和今后应该达到的目标要求。如社会主

义的大学生应具备哪些素质 ,在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方面应坚持哪些标准 ,等等。二是难点问

题 ,即 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疑难问题 ,澄清大学生思

想中的模糊认识或错误认识。如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如何认识道德的多元化 ,怎 样处理个人正当利

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 ,如 何认识人与社会的关系 ,

在新形势下怎样弘扬爱国主义等等。三是学生关

心的问题。当代大学生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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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面向各种挑战 ,他们有强烈的成才意识和好胜

心 ,渴望成为国家的栋梁 ,为祖国干一番事业。思

想道德修养课应抓住大学生这一心理需求 ,将德

育目标与心理需求结合起来 ,引 导他们正确看待

成才问题 ,如 怎样完善知识结构、如何协调人际关

系、如何适应大学生活以及青春期教育等等。以

上这三部分内容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既 能达

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

目的,增加学生面对现实复杂社会生活的认识能

力 ,又能引导大学生塑造健康人格 ,把 自己培养成

为一名合格的有用人才。

第三 ,德育目标的设立应注意层次性。德育

目标的设置应承认学生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 ,既有

生理上的差异 ,又有心理需求上的不同。因此 ,思

想道德教育在目标设置上不宜以一个绋一的高标

准去要求 ,而应面向大部分学生的思想实际,提出

高、中、低几个档次的要求。德育目标的这种层次

性 ,并不是降低了德育要求 ,而是为了更实际地进

行思想道德教育 ,达 到更好的德育效果。关于这

一点 ,西方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

鉴。在美国,小学进行的是一般道德教育 ,而在大

学阶段 ,则是以知识性教育为载体 ,通过开设大量

相关的人文社科课程 ,帮 助学生站在一个新的高

度去理解和把握他们提倡的价值观。美国大学的

德育目标是力图使学生成为具有爱国精神、守法

精神 ,成 为具有健全人格的、有用的、让人满意的

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 [3]。 这一目标的特点是大

众型、低重心 ,由 低到高 ,层 次分明。日本则是在

小学、初中各年级开设道德课 ,大学则着眼于大学

生将来的生活和为人处世方面的引导 ,注 重个人

的权利、个人自由、个人尊严的民主思想教育 ,以

促进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形成和人生观、价值观的

确立。新加坡推崇的东方价值观 ,主要是训练学

生的道德判断能力 ,教 育学生懂得处世待人须为

他人设想的道理 ,使 学生明白身为年轻公民的责

任 [3]。 可以说 ,这些目标明确而具体 ,科 目细致

而可操作 ,层次分明。受其启发 ,我们认为 ,我 国

的德育目标应该以素质教育为中心 ,从实际出发 ,

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个体进行教育 ,既要培

养遵纪守法、讲文明、讲礼貌的好公民,又要培养

人格健全、职业道德高尚、具有敬业精神和创新精

神的社会主义高级专门人才 ,还 要培养和塑造一

批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觉悟的先进分子 ,使每个
·

学生从不同的起点向更高的要求努力。

第四 ,增开实践课。思想道德修养课具有很

强的实践性。实践性是指德育过程中知与行的统

-。 而德育过程的实践性则更强 ,这 是因为德育

过程包含着受教育者思想矛盾的转化。德育过程

首先要促进学生 自身积极的思想活动以达到自我

教育的主动进行 ,否则这一过程就不能深人下去 ,

也达不到 目的。另外 ,思 想品德的形成必须在实

践活动中进行。各种活动和人际交往是社会要求

内化为个人品质的条件 ,离 开了社会活动和人际

交往的实践 ,就不可能产生内心思想斗争 ,就不可

能分辨是非、善恶。人只能在
“
做人

”
的实践中学

会做人。德育不能培养
“
语言的巨人 ,行 动的矮

子
”
,只 有开展各种实践活动 ,才能收到德育的实

效。针对前面所述道德理论教育与养成教育脱节

的问题 ,应加大思想道德修养课的实践力度 ,直接

在思想道德修养课 中增设实践课 ,带领学生走出

教室 ,深入社会基层 ,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提高道

德认识能力。

三 教学方法

改革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教学方法 ,是 目前德

育界的普遍呼声。
“
两课教学方法上的得失 ,往

往成为
‘
两课

’
教学的关键所在

”
[4]。

“
注重教

学方法上的改革和创新 ,对推进
‘
两课

’
建设有着

重要的意义
”
[4]。 在由教育部、中宣部及北京、

上海、广东、吉林、四川、陕西的教育部门共同完成

的课题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 :“ 学校德育在内容、

方法、手段等方面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情况 ,影响

德育工作的实效。
”
[1]思 想道德修养课作为德育

的主要途径 ,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前 ,在 高校

的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中,基本上采用的是灌输

方式。这种方法只能教会学生模仿和记忆 ,而 压

抑了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 ,以及学习独

立性、创造性的发展。
^21世纪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是创造性。当今

国际教育界
“
为创造力而教

”
、
“
为创造力而学

”
的

呼声越来越高 ,各 国都在积极探寻德育教育的新

路子。如新加坡为改变传统的灌输说教式的教法

创造了四种新的教法 ,即 文化传递法、设身处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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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法、价值澄清法、道德认知发展法。这些方法的

共同特点是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 ,引 导学生进行

自我教育。这种有益的尝试值得我们借鉴。总结

过去我国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方法的得失 ,

放眼国际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 ,根据我国道德教

育的实际情况 ,我们认为 ,在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

方法上应重视学生主体性 ,采用理论灌输与启发

式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所谓启发式教育 ,即在教育 目标上 ,强调在传

授知识的同时重视能力的培养和非智力因素的发

展。在教与学的关系上 ,既 要肯定教师的主导地

位 ,又要强调学生是受教育的对象 ,是有主观能动

性的认识主体 ,因 而要求我们在灌输教育的同时 ,

重视学生的主体性 ,进行主体性教育。它应包括

两层含义 :一是呼唤主体意识的觉醒 ,二是引导大

学生进行 自我教育。主体意识的觉醒既是进行独

立思考的前提 ,又是产生独立人格的重要思想基

础和心理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大学生的主

体意识已经逐渐觉醒。因此 ,思想道德修养课一

定要因势利导 ,帮助学生思考 自我与社会的关系 ,

培养学生对社会、对祖 国以及对 自我的责任感。

引导大学生进行 自我教育 ,就是要调动学生的主

体性、主动性 ,吸引他们主动参与教学过程 ,引 导

他们主动思考 ,使他们 自主地进行 自我教育、自我

评价。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开放式、

直观式、
“
跟踪

”
式、讨论式、辩论式、问答式等多

种教学方法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 强他们在教

学中的参与意识 ,引 导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 ,发

表见解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变
“
要我学

”
为

“
我要学

”
,以 达到 自我教育的目的。

此外 ,我 们在道德教育中还要尽可能地利用

幻灯片、影视、光盘、录相、多媒体等现代化手段 ,

丰富课堂教学。还应经常组织一些相关的学术报

告 ,请知名的专家学者就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进行演讲 ,积极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社会问题 ,

强化教学效果。

四 教师队伍

面向 21世纪的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教育 ,除

了要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进行改革和完善以

外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的素质是决定思想道德修养

课成败的关键。《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

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 :“ 办好社会主义

高等院校 ,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 ,教师起着重大的

作用。
”
国外教育家们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 ,如

“
正如牧师是上帝的解释者一样 ,教师也是他所

处的时代和国家的伟大道德观的解释者
”(涂 尔

干)[到 (1zT页 ),“ 教师是一名向导和指导者
”(杜

威)[5](1“ 页),“ 教育者必须是一个社会教化

者 ,教授价值内容和行为 ,不仅仅是一个苏格拉底

式的道德判断的促进者
”(柯 尔伯格 )[5](403

页)。 由此可见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承担着

解决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思想深层次

问题的重任 ,在 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教育中,处于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从 目

前的情况和 21世纪长远发展的需求看 ,要改变道

德教学工作徘徊不前的状况 ,适应市场经济、知识

经济及信息社会提出的种种挑战 ,在思想道德修

养课教师队伍建设上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第一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的职业道德

建设。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学生在整

个受教育的过程中,往往视教师为偶像 ,从教师身

上直接得到真理的启迪。他们的师德如何 ,直接

影响到学生的质量。而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与一

般专业课教师又不同,他 的一言一行本身就是一

堂生动的思想德育修养课 ,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对

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作用不可低估。在

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高 校思想道德课教师也

不可避免地受到金钱至上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他

们中有些人
“
身在曹营心在汉

”
,没有把全部精力

投人到教学和科研中,上课应付了事 ,课后下海兼

职。在课堂上批判拜金主义 ,课后却成为金钱的

奴隶。如果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自身都迷失在错

误的人生观、价值观中,又 怎能引导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呢?如 果他们 自身对工作都不负责

任 ,又 怎能去教育学生
“
爱岗敬业

”
呢?21世纪对

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加 强了

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
“
教书育人

”
的历史责任感。

因此 ,建设教师队伍 ,首先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课

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

第二 ,强化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的教学与科

研管理。在这方面必须树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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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破除思想道德修养课
“
肤浅

”
的意识 ,从严格

科学意义上对待和落实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教学和

科研。要严格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教学过程 ,对思

想道德修养课教师提出知识深度和宽度的要求 ,

并且通过教学评估检查教学质量。此外 ,对教师

还要提出科研任务 ,使德育教师钻研理论知识并

能不断地进行知识创新 ,及时总结教学经验 ,为学

术理论界提供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

第三 ,教师队伍要走专职化、专家化的道路。

思想道德修养课作为一门学科 ,“ 有其 自身的学

科体系。它是同伦理学、教育学、思想政治学和心

理学等学科有着密切关系的一门新兴学科 ,有 自

身的科学体系 ,有 明确的学科对象、任务、目的和

研究方法
”
[1]。 此外 ,它还涉及中外哲学史、美

学等内容。由此可见 ,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需要

具备多学科知识 ,这 种需要甚至比非德育的专业

教师更高 ,因 而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 ,

是无法胜任这一艰巨的教学任务的。
“
那种认为

思想道德修养课不需要经过专门的学习,凡是从

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人都可以去讲授这门课的

看法 ,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
”
[丬 。《高等教育法》

提出,高校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这也给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

教师素质要求注人了新的内容。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是 21世纪人才必备的两项素质。要培养大

学生具备这两项素质 ,高 校教师自己在这两方面

必须具备较高的造诣才行。只有这样 ,才能成为
“
德之表率、业之良师

”
。专业课教师应如此 ,思

想道德修养课教师更应如此。总之 ,21世纪所需

要的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应该是高层次的学者

型、专家型人才。所以,我们在思想道德修养课教

师队伍的建设上 ,应改变
“
专兼职相结合

”
的初级

阶段摸式 ,要适应高校发展的需要 ,从经验型向学

者型转变 ,走 专职化、专家化的道路。

为此 ,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

首先 ,直接选留政教或哲学、伦理学等相关专

业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 ,

逐渐扩大专职队伍。这是从组织上保证思想道德

修养课的教学质量 [2]。 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队

伍专职化、专家化问题 ,已 经引起了德育界人士的

普遍重视 ,如 齐振宏在《面向 21世 纪的高校德

育》一文中指出:德育教师队伍建设可以从加强

专职德育专家队伍建设人手 ;武汉大学德育室的

同志撰文认为 :“ 要大力鼓励和培养高校德育工

作者走专家化的道路。
”
只有成长为一名德育专

家 ,才 能胜任 日益繁荣、复杂、艰巨和高标准的德

育理论研究和日常实践工作 ,才 能保证德育工作

的先进性和成效性。

其次 ,就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专职化而言 ,完

全专职化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应该把专职化作为

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发展方向。具体

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兼职教师的专职教育 ,即

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要从事思想道

德修养课教学 ,必须首先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的严格培训 ,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讲台。第二步

是扩大专职队伍 ,减少兼职 ,逐步向思想道德修养

课教师大部分或全部专职化发展。与思想道德修

养课教师专职化相应的,是要大力培养高层次的

德育高级人才 ,培养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德育专家、

教授。思想道德修养课教育首先要体现政治性 ,

但也必须体现知识性、理论性和创造性。所以,21

世纪的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队伍建设 ,要 在

不断提高道德教师思想水平的同时 ,着 重提高学

历层次 ,鼓励在职教师考研、考博 ,培 养和造就一

批知识化、专家化的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一个

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德育专家自然是学生仰慕

的榜样。我国古代的孔子、孟子 ,近代的蔡元培、

陶行知等 ,都是这样的楷摸。社会主义的高校都

致力于培养大批的德育专家、教授 ,并形成德育工

作群英荟萃的局面,21世 纪的高校思想道德修养

课教育就一定会呈现出全新的局面 ,取得更大的

实效。

参考文献 :

[l]改革开放条件下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若干问题研究[J]。 教育研究,1998,(6),

[2]罗 国杰。改进和加强思想道钅侈养课的教学[J⒈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1999,(2)。

[3]齐振宏。面向21世纪的高校德育[J⒈ 理论纵横,1998,(12)。



第 4期 王 曦 全面提高思想道德修养课教育实效的思考 65

[4]顾海良。重在落实、重在发展、重在开拓[J⒈ 中国高等教育,1999,(1)。

[到 戚万学。冲突与整合[M],济南:山 东教育出版社,1995。

ReⅡecJon on]Enhancement oF InstructionaI lErect。F

Ideology and MoraⅡ ty CdJvaJon Course

WANG Xi
(IPETD,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 To enhance instructional effect of Ideology and Morahty Cultivation Course, we

should adhere to taking Marxism, Leninis【 rl, Mao zedong Thought and Deng Xiaoping Theory as

our guiding ideology, and make clear the course’ s place and role in quality education。  In the reˉ

spect of instmctional content, we should lay stress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with practice, to

highlight the features of the tiⅡ nes。  The moral education should aim at diferent levels。  The instmc-

tion should take the pattern of combination of theory inculcation and elicitation method。  The inˉ

stmctors should be fullˉ thne expe⒒ s。

Key words: ideology and morahty cultivation; instmctional e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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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西南地区高师本科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

课题组工作会议召开

zO00年 5月 19日 至 21日 ,教育部师范司
“
面向 21世纪课程体系改革

”
重点项 目,由 我校与云南师范大学、贵州师

范大学联合研究的课题
“
西南地区高师本科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
课题组工作会议在贵州师范大学召开。

会议由课题负责人、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钟仕伦教授主持 ,四 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谢名春及来 自四川师大、贵

州师大、云南师大的课题组成员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对课题研究的中期成果进行了总结。自 1996年课题申报获准以来 ,课题组成员进行了大量的实践调查和

理论研究工作。在四川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的在校学生 ,西南民族学院的少数民族学生及四川部分地区的中学领导

中进行了词卷调查并召开座谈会 ,掌握了有关高师本科学生文化紊质教育的认识、开展情况、学生现状的大量第一手资

料。同时 ,课题组成员还身体力行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 ,组织并主讲了科技、艺术的讲座 ,在学生中进行了普通话和

外语的考级 ,辅导学生开展了讲演、话剧、小品、绘画、服装设计等比赛 ,这些活动为课题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践积累。在

理论研究方面 ,课题组成员已在各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各子课题写作了对调查结果进行理论分析的调研报告。

进一步调查贵州师范大学、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情况也是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在贵州师大

学术交流中心召开了有苗族、侗族、土家族、彝族学生及贵州师大部分教师参加的的座谈会 ,在会上就文化素质教育的核

心、学生对文化素质的要求、文化素质教育开展的途径及目前文化素质教育的现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这次会议上 ,

还对文化素质教育系列教材的编写大纲和教材的样稿进行了讨论与审定。(李 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