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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

见》【中宣发〔2021〕17 号】中通过编辑评论等手段提升优秀文章传播效果的精神，本刊拟不定时对有较大创

新观点的论文进行“编辑评论”。

编 辑 评 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

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党和政府把德育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社会工程，予以顶层设计。在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

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明确指出“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

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该文就是对这种要求的积极探索。需要强调的

是，文章从社会工程视域下的哲学之“人”出发，把人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为研究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运行

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
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

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强调要加快构建学校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实施时代新人培育工程。为了把《意见》精神落实落细，本刊及时推出此文，以期发挥它对

学术研究的镜鉴作用。
( 本文编辑 王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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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程视域下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运行机制探析

张志元，苏语晨
(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 德育工作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实现螺旋式上升、渐进式发展，在社会工程视域下探索大中

小学德育一体化运行机制是其关键选择。文章从德育研究者、德育设计者和德育实践者三个角度出发，分别阐述

了三者在德育工作中承担的责任、三者之间的异同及联系，以明确社会工程与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的内在契合性;

分析当前开展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工作需要把握的价值观教育规律与学生成长规律相协调、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相统一、社会“大思政”与课堂“小思政”相协同和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相呼应的关系; 并在社会工程理论的指导

下，从筑牢理论根基、强健人才主体、拓宽交流渠道、完善监管机制和优化评价体系这五方面探索走出大中小学德

育工作困境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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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思

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同时强调，“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

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1］统筹大

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一体化发展、推进大中小

学德育一体化建设，需要打破传统思维，将德育一体

化工作看作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以系统优化、
全面协调的工程思维为导向，审视全局，厘清关系，

探索途径。

一、社会工程与大中小学德育一体
化的内在契合性

社会工程一般系指社会主体以社会科学为理论

基础，以社会技术为操作中介，调整社会关系，协调

社会运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过程［2］。社会工程

哲学从“人”出发，把人作为社会工程哲学研究的逻

辑起点，主要是从人的现实存在出发，从人的现实需

要出发，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反思人与社会世界的

关系［3］5。德育工作以学生为对象，是促使学生在受

教育的过程中获得知识积累———养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形成健康的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实现为党和国家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社会实践

活动。由此可见，德育工作本质上属于社会工程的

范畴，实现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是其作为一项社会

工程的内在要求。当前，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主要

是指各学段德育内容的衔接和德育方式的贯通，以

达到德育在不同教育阶段渐进式发展、螺旋式上升

的目标。“一体化”既是发展目标，指引前进方向;

又是方法论范式，指明实施路径; 还是评价标准，提

供考察视角。社会工程的相关理论对解决大中小学

德育一体化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具有独特的指导

价值。德育工作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实

现螺旋式上升、渐进式发展。因此，在社会工程视域

下研究大中小学德育 一体化运行机制是推进德育

工作的关键选择。
( 一) 社会工程为德育研究者思想创新提供认

识论指导

德育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理性活动，旨在揭示德

育问题、探寻德育规律、建构德育理论、引领德育实

践［4］。德育研究者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下，通过对社会现象的道德审视，揭示当前社会德育

存在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探索德育规律，在总结规

律的基础上，构建一定时期内相对科学完整的德育

理论体系，并用这种理论体系来指导德育工作，力求

提高德育实效、达到德育目的。
作为“现代社会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狭义的

社会工程是相对于自然工程而言的，是对通过建构

符合人类自身需要的社会模式，创造出有利于改造

或发展社会性的指导或规范人的行为的实践活动和

过程的总称［3］56。在社会工程哲学理论的指导下，

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工作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地位，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视野———社会工

程视域，通过师生教学相长、互动交流，审视当前大

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探索德育在

大中小学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必须把握的实践规律。
( 二) 社会工程为德育设计者全面统筹规划打

好理论基础

社会工程设计是社会主体对社会工程的整体筹

划，是社会主体观念、意志、目标在“思维具体”中的再

现［5］。德育设计是德育工程的核心环节，德育设计者

在把握已知德育规律的基础上，以德育研究形成的理

论成果为指导，擘画德育工程新蓝图，制定德育工作

推进的行为准则和制度框架，并以此指引德育实践的

行动方案。在德育工程的不同环节中，德育设计者往

往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他们既是德育目标的规划者，

又是德育内容的设计者，还是德育活动的指引者，他

们都有着深厚的德育知识积累，且极富创造力。
在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工作中，德育设计者坚

持系统优化思维，从德育工程所处的整个社会背景

出发，从学生成长成才的整个过程出发，从德育工作

前进、上升的整个系统出发，以整体性的眼光统揽全

局，明确德育工作的全局性、长期性、复杂性，分析德

育要素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重点突破、整体推

进，寻求应对德育难题的最优方案; 坚守规律性原

则，将学生思维成长规律、习惯养成规律、知识积累

规律与教书育人规律相结合，通过系统化、整体性的

体制机制设计，在学校德育过程中以不同阶段学生

身心发展的特点为基础，有针对性地设立不同学段

德育目标、内容和活动; 坚定理想信念，从德育概念

的根本属性———阶级性出发，坚持“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为党和国家努力培养能

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三) 社会工程为德育实践者稳步推进工作提

供方法论范式

实践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一定的社会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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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社会存在，必

须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工程实践。德育实践者在整个

德育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他们在遵循德育规律

的基础上，在科学的方法论范式的指导下，按照既定

的德育模式和准则推进德育活动，将原本属于社会

意识范畴的德育一体化模式通过一系列教育活动转

化为具象化的社会实践。
在具体的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工作中，德育实

践者坚持社会工程综合集成的方法论，综合社会学、
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理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

中运用到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工作中; 坚持社会工

程底线思维和试错思维，理性评估德育活动的可行

性并且预测德育活动中可能面临的困境，采用试点

的方法，小范围内尝试再大范围推广，提高防范化解

德育风险的能力，确保德育工作不碰“红线”，稳步

推进; 坚持社会工程创新思维，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

础上，紧跟时代脚步，不断创新实践手段，发掘新的

实践路径，在求新、求变中化解难题、应对挑战。
德育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推进大中

小学德育一体化工作中，德育研究者、德育设计者、
德育实践者等教育主体在许多境遇下是身份重合的

或者经常具有同一性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

在开展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工作的不同阶段，又是

前后衔接、联系紧密的。在社会工程认知阶段，德育

研究者主要探索推进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工作的一

般规律，并运用社会工程的方法，将其整合为系统完

整、科学严谨的德育一体化理论体系; 在社会工程设

计阶段，德育设计者根据前期研究阶段构建的理论

体系设计出相应的德育工作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和

实践模式，为开展德育一体化工作实践提供方法论

范式。前两个阶段的工作都属于主观认识层面，是

思维的、抽象的，都需要经过社会工程实施阶段才能

由抽象转化为具体。在社会工程实施阶段，德育实

践者在前期研究工作和设计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从

路线图到施工图、进而到实践成效的转变，德育研究

者和德育设计者的工作成果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

检验。与此同时，德育实践及其反馈也为德育研究

者、德育设计者推进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助

推了德育一体化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二、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工作需要
把握的主要关系

随着德育工作的深入推进，大中小学德育一体

化探索初见成效。但以社会工程的视角考察大中小

学德育一体化工作，可以发现当前工作在一定程度

上仍缺乏整体性、协同性、系统性。如何破解难题、
补齐短板，关键在于正确把握大中小学学段开展德

育一体化工作中的主要关系，这是完善大中小学德

育一体化运行机制、提升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水平

的必要条件。
( 一) 价值观教育规律与学生成长规律相协调

推进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建设必须以学段认知

规律、知识点布局规律、知识递进规律、教育逻辑统

一性规律这四重价值观教育规律为基础［6］。纵观

大中小学各学段，德育工作呈现出如下特点与问题。
小学阶段，学生知识积累较少，个人思想意识处于萌

芽状态，对事物的理解还处于感性认知的阶段。这

个阶段的德育工作存在表面化的问题，即过多关注

学生对相关内容的记忆，缺乏将其中蕴含的道理以

形象化、生动性的语言予以展现，知识理解深度与学

生的认知水平存在差距，故存在一部分学生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中学阶段，学生的个人意

识开始觉醒，理性认知能力逐渐提高，但出于升学压

力，德育工作陷入功利化的泥沼，学校与家长更关注

学生思想品德课的卷面成绩，忽略了引导学生对社

会现象背后蕴含着的道德内核与运行规律的理性思

考。大学阶段，学生个体意识基本形成，性格鲜明，

理性认知能力较中学时期大大提升，但并没有完全

成熟。这一时期的德育知识与中学阶段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重复，使得学生失去了对德育课堂的兴趣，在

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德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在开展大

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工作时，德育研究者、德育设计

者、德育实践者应牢牢把握核心价值观教育规律与

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确保价值观教育的层次性与学

生成长阶段性相协调。
( 二)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统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德育理论是开

展德育工作的基础，德育实践是判断德育工作得失

的重要标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是德育教学工作

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理论教学为实践教学的开展奠

定学理基础，实践教学巩固并深化理论教学的内容，

使德育理论中蕴含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转化为学

生坚定的理想信念。2017 年 8 月 17 日，教育部发

布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指出的德育内容主

要包括: 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及心理健康

教育五个方面。这五方面的内容主要以小学开设的

道德与法治课、中学的思想政治课、大学的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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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课为载体开展，但缺乏配套的一体化实践教学

课程，实践教学没有随着理论教学的深入而不断深

化。因此，德育研究者、德育设计者、德育实践者需

要创新德育一体化运行机制，以更加丰富、更加多样

的形式吸引学生，不断完善德育一体化教学体系，将

教育主体的德育认知转化为教育客体的德育实践。
在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工作中，应牢牢把握理论教

学与实践教学相统一的关系，通过开展一体化的实

践活动使学生产生情感共鸣，进而将理论体系转化

为坚定的信仰信念，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做到寓知

于行，知行合一。
( 三) 社会“大思政”与课堂“小思政”相协同

德育工作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不能摆脱

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孤立运行。一部分“唯分数论

英雄”的价值取向直接导致学校和家庭“重”智育、
“轻”德育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德育资源往往局限

于学校教育且德育存在淡化弱化的迹象，学生的德

智体美劳“五育”在融合的过程中存在平等性、均衡

性、系统性缺失等问题。另一方面，德育内容往往来

源于德育课本，教师缺乏充分挖掘社会大课堂中的

德育资源的主动性。“大思政”是对多种具有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的因素，通过特定的活动或联动机制

所形成的整体形态描述［7］。但已有的德育资源还

是主要集中于学校和家庭，仍没有全面形成家庭、学
校、社会三方合力、社会“大思政”与课堂“小思政”
协同推进的格局。在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工作中，

德育研究者、德育设计者、德育实践者都应重视把思

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以“时时受教育，

处处是德育”的良好氛围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

( 四) 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相呼应

德育工程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

程，纵向来看，大中小学各学段为子系统; 横向来看，

目标系统与理论系统、实施系统与评价系统等互为

子系统。用社会工程系统性思维考量德育工作，会

发现当前的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工作中存在着顶层

设计与具体实践相偏离的现象。《中小学德育工作

指南》根据学生成长特点、认知发展、教育规律将德

育工作分为小学低年级、小学中高年级、初中学段和

高中学段四个阶段，明确规定了基础教育各阶段前

后衔接、逐层递进的德育目标。但在实际的德育实

践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教材内容重复、理论深度没有

递进的问题，没有实现层次上的跃迁，学生和教师都

容易产生倦怠感［8］。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直接原

因是顶层设计与实践指导缺乏精准对接; 根本原因

在于德育工作缺乏系统性思维，没有兼顾顶层设计

在具体实践中的应用与反馈。在大中小学德育一体

化工作中，德育研究者、德育设计者、德育实践者应

科学把握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相匹配的关系，将德

育工作的各环节、各要素看作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

整体，发挥顶层设计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微观实践机

制的灵活性、创造性作用，使德育工程的整体效果达

到最优化。

三、社会工程视域下创新大中小学
德育一体化运行机制的主要路径

社会工程哲学是对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

本方式的系统反思，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发挥着积极

的指导作用，但这一作用并非线性的，而是一个多向

联系的、相辅相成的过程［9］。根据中共中央宣传

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改革创新实施方案》( 教材〔2020〕6 号) 的通知，小

学阶段重在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初中阶段重在打

牢学生的思想基础，高中阶段重在提升学生的政治

素养，大学阶段重在增强学生的使命担当。统筹思

政课程一体化发展、推动德育一体化进程需要以当

前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导

向，运用科学的社会工程方法论范式和社会工程思

维，探索实践路径，对其进行系统再造，构建符合时

代要求的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运行机制。
( 一) 以 加 强 理 论 研 究 筑 牢 德 育 一 体 化 工 程

根基

工程的推进需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推进大中

小学德育一体化，必须有配套的大中小学德育一体

化理论作指导。教育的环境多种多样，但只要有统

一的课程标准和教材，教育就有了体现国家统一的

框架。在此基础上，各学段采用由国家相关部门统

一制定的德育教材，确保各地德育发展步调一致、内
涵统一［10］。应加大激励力度，鼓励和倡导教育界的

专家、学者及大中小学教师潜心研究德育一体化理

论，从理论中汲取养分，把握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德

育实践规律，将德育规律与学生身心成长规律相结

合。明晰不同学段德育政策的深层次内涵，深挖各

学科专业内容中所蕴含的德育元素，紧跟时代步伐，

守正创新，用科学的德育理论指导育人实践。同时，

要加强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将高深的学术理论根

据不同学段学生的接受能力，转化为与学生认知水

平相协调、易于理解的教学语言，充分重视政策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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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与宣传，用饱含深情的教育语言诠释其内在的逻

辑理路。
( 二) 以人才培养强健德育一体化教育主体

社会工程主体是指“在社会工程的决策和实施

过 程 中 参 与 其 中 并 承 担 伦 理 责 任 的 个 人 或 组

织”［3］176 － 177，是保证社会工程活动顺利进行的中坚

力量。在大中小学各学段，德育工作的实施者、德育

理论的研究者与传播者、德育活动的发起者主要由

思政课教师担当，因此，思政课教师在一定意义上可

以等同于德育主体或者德育人才。德育人才一体化

培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扩大德育人才队伍规模。“提高大中小

学思政课教师队伍配比的建设目标，是大中小学思

政课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的首要目标。”［1］一方面，

要打破当前思政课教师在中小学阶段往往由班主任

和政治老师兼任的局面，扩大思政教师队伍，各学段

根据学生人数按一定比例配备德育教师。另一方

面，高校应扩大思政相关专业招生规模，在全国范围

内建设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为思政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后备人才。第二，提

升德育人才核心素质。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思政课教

师做到“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
自律要严、人格要正”［1］，这集中回答了思政课教师

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第三，搭建德育人才交

流平台。思政课教师要改变传统的以所教学段为本

的培养模式和理念，增强大中小学一体化意识［11］。
打破各学段德育工作孤立进行、相互隔离的状态，做

好人才输送和学段衔接，搭建便捷有效的交流平台，

定期举行德育工作交流活动，如德育公开课、德育教

师讲座等，分享经验，相互借鉴，以便各学段教师对

整体的德育工程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做好承前启

后的工作，确保德育工作在各个阶段的育人效果。
( 三) 以拓宽渠道提高德育一体化教育对象参

与积极性

社会工程哲学要实现对理论创新的指导作用，

相应实践活动的开展是首要环节，社会工程应用本

身就是实践活动。大中小学各学段德育的实施对象

是对应学段的学生，要想提高社会工程对象参与德

育一体化的积极性，必须从拓宽渠道入手。
第一，拓宽信息渠道。在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

下，以学生成长成才需要为出发点，充分利用新媒

体、新技术，实现传统板书与音频视频图文相结合，

增强思想道德教育亲和力和感染力，让学生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第二，创新交流方式。建立大中小学

一体化的跨学段、立体化学生交流平台，打破各学

段、各年级交流壁垒，结束相互孤立状态。充分利用

新媒体交流平台，方便不同学段的学生开展相互交

流、取长补短、共同成长。第三，拓宽反馈渠道。常

规的德育活动一般只注重老师对学生的单向传输，

忽视了学生对德育知识和德育活动的接受程度，使

得教师和学生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双向互动。鼓励

学生积极反馈、主动与老师交流，老师也要及时收集

学生的反馈信息并对教学活动作出合理的调整，让

学生达到由“让我学”到“我要学”再到“我要做”的

良性转化，营造良好的德育氛围，形成健康有序的互

动机制，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 四) 以 完 善 监 管 制 度 确 保 德 育 一 体 化 稳 健

推进

科学、客观、稳定的监管制度有利于促进一体化

德育体系的良性发展，当前德育监管并没有专门的

机构和对应的制度，一般是由德育老师代为监管评

估学生言行举止，德育老师的工作则由上级领导来

监督考核。第一，应建立系统科学、稳定运行的监督

制度，确保德育监督工作有章可依、有理可循。设立

客观公平组织机构———德育工作委员会。一方面，

对大中小学各阶段德育工作进行全程陪伴式、一体

化监管，及时关注教师的日常行为是否符合教师职

业道德、课堂教学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教育要求、是
否达成德育目标等; 另一方面，监测学生日常的思想

观念、行为举止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

本要求。第二，建立全程记录的德育档案。可将其

作为学业评估、入职审核、职称考评的重要参考，对

品德优秀的学生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对

存在道德失范等不良记录的学生实行“一票否决”。
( 五) 以优化评价体系指引德育一体化发展方向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指出: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

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

向。”［12］德育工作要朝大中小学一体化方向发展，就

必须以大中小学一体化的评价体系为基本导向，构

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德育一体化教育评价体系，是全

面发挥教育评价“指挥棒”作用的应有之义。教师

要将教育教学的短期目标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重要使命结合起来，增强铸魂育人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 同时，要结合不同学段学生认知的实际状况设

计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还要注意各阶段标

准的衔接性，通过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的评价体系，

增强各学段学生德育认知到德育实践的转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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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工程是在新时代的背景

下，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遵循学生成

长成才规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泽学生的心

灵，塑造大中小学各阶段学生的精神世界、提高人才

思想境界，培育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的

社会实践活动。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运行机制的创

新需要在社会工程的视域下，通过加强理论研究筑

牢根基、加大人才培育力度强健主体、拓宽渠道提高

工程对象积极性、完善工程监管制度与优化评价体

系以增强工作实效，逐步实现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

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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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grate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ngineering

ZHANG Zhiyuan，SU Yuchen
( School of Marxism，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819，China)

Abstract: As a sophisticated social engineering，moral education is expected to achieve a spiral and gradual develop-
ment，and its key point lies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te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
ondary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ngineering． From the angles of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ers，
moral education designers and moral education practitioners，this paper respectively explains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 moral
education and differences，similarities and connections among them，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nner conjunction between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t also analyzes four
relationships in the current integ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which are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education law of values with the law of student growth，the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
cal teaching，the coordination of social ideology and politics publicity wit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nd
the echo of top-level design and specific practice，and explores an implementing approach to get out of the dilemma of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 engineering theory from five as-
pects including building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cultivating more talents，expand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and
improving regulatory mechanism while optimizing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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