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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德育秉承的是“大德育”的概念，心育是其中一个模块，从产生开始就与德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心

育是德育的基础，德育是心育的重要指向，同时德育与心育在内容、侧重点等方面又有所区别。当前，

德育和心育在发展中遇到不同的困境，二者融合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有利于突破困境，促进二者共同

发展。本文旨在理清德育和心育之间的关系、地位和作用，并对二者融合的途径进行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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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akes the concept of “great mor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modules, which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moral education from the be-
ginn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the basis of moral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is the im-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487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487
https://www.hanspub.org/


詹雅滢，晏宁 
 

 

DOI: 10.12677/ae.2023.13121487 9619 教育进展 
 

portant direc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while the two is different in the content, emphasis 
and other aspects. At present, mor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eet different diffi-
culties in their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s inevitable and possible, which is 
conducive to breaking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moting common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status and function between moral education and men-
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o explore the way of their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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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秉承“大德育”理念，包含道德品质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法律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

板块[1]。从 1957 年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到 2018 年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德育一直是

我国教育方针和学生培养目标的第一位[1] [2]。而心育是其中一个模块，从狭义上讲，专指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从产生开始就与德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心育旨在根据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特点，运用有关心理教

育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和素质全面提高[3]，尤其是中小

学生。德育与心育的融合，一方面可以运用心理教育方法和手段有效地使德育内容渗透到学生的内心和

行为，另一方面，道德的发展有利于学生个性和社会性的发展[4]，促进其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与现今

推行五育并举的理念相适应。 

2. 德育与心育的困境 

中小学德育课程通常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来实现，以往叫做《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思

想政治》，通常简称为“政治”，尽管人们一直试图反省和纠正，并在课程中注入有关道德、伦理、法

律、爱国情操等内容，但德育政治化的倾向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5]。从 2016 年开始，中小学德育教材及

课程改为《道德与法治》，简称“道法”。从名字变化可以反映出德育政治化程度逐渐减少，德育教育

响应国家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教育重点逐渐向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转移。 
在文化多元化、新媒介技术迭代更新的背景下，学生进行道德选择的机会增多，但其辨别信息良莠

的能力尚未成熟，盲目迷信网络信息权威，当学校教导的知识和网络上不同时，部分学生盲目相信网络

信息，给学校德育带来巨大挑战。同时，在评价模式上，德育呈现单一化现象，通常由班主任或科任教

师的主观评价来体现，方式单一、内容单调、重复。 
而心育同样面临一些困境，2018 年发布的《中国城镇居民心理健康白皮书》对当前中国城镇居民心

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结果表明，73.6%的人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存在不同程度心理问题的人有 16.1%，而

心理健康的人为 10.3% [6]。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程度已不容忽视，但对心育的重视程度却不与之成正比。

我国心育大约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目前全国各地开展心育的进程参差不齐，主要体现在专职心

理教师的配备、专项经费、设施场地以及心理教师无法实现“专职专用”等方面。出现困境的原因可能

有以下几点：1) 学校教育、管理政策的执行。聂爱新的研究结果发现，有 60.5%学校已成立有校领导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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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理的心理健康教育指导机构，但中小学心育的管理归属不一，其中归属于政教处的最多，目前有 68.4%
的中小学尚无心理健康教育专项经费，仍有 86.8%的学校尚未将心理素质评价纳入学生总体评价中，并

且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现状存在城乡差异[7]。学校对心育的政策影响着学校心育工作的进程和发

展，这与当地教育部门的政策、学校管理者对政策的解读和执行有着密切关系。2) 心理教师的专业水平

不足。目前，专职心理教师配备率仍未全面覆盖，多数学校采用兼职心理教师来开展心育工作，但其精

力、专业能力和作用有限，无法满足学校心育发展的需求。在聂爱新的研究样本中，专职心理教师持证

上岗的比例较高，但人数较少，超过 50%的兼职心理教师未持证上岗[7] [8]。心育是专业性较强的学科，

教师专业水平有限可能直接造成心育工作的发展受限。3) 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学校管理者、一线教

师、学生和后勤、行政等各部门人员对心育的重视程度影响着心育工作开展的难易程度，尤其是学校管

理者和一线教师。近年来，国家推行素质教育，以及心理危机极端事件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生，

提高了学校对心育的重视程度，但部分学校仍坚持“唯分论”，加上心育相关政策的推行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学校各部门的工作，易导致排斥心理，出现心育工作徒留躯壳的现象。 
理清德育与心育的关系，为二者的融合探寻可能性和途径，有利于突破二者的困境，促进德育与心

育的共同发展。 

3. 德育与心育的联系 

3.1. 心育和德育的关系和地位 

早在 2005 年之前，已经有不少研究，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探索心育和德育教育之间的关系，但

至今仍未有统一说法[9]。 
从国家政策上讲，教育部 2012 年发布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说明：“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是提高中小学生心理素质、促进其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教育，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

德育工作、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0]。”因此，可以将心育理解为德育工作的基础和重要组

成部分，德育是心育的内在前提和重要指向[11]。 
从工作重点上讲，德育工作侧重于思想道德教育，近年来逐渐加入安全教育和法治教育，而心育工

作更侧重于心理素质和品质教育，二者虽有区别，但心育和德育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均是为了促进学

生的身心素质全面和谐发展，且在内容上也有重合之处，例如在台湾地区，学生接受处分或处罚之后需

要接受心理老师的辅导，德育和心育协作，共同矫正学生的问题行为。 

3.2. 心育在德育中的作用 

张雪松提到一个形象的比喻：“心理健康教育就似打地基，德育就似在地基上建立高楼大厦，如果

说高耸入云的大厦好比高尚的道德情操，那么心理健康便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地基[12]。”学生的思想品德

或道德问题背后可能潜藏着心理问题，如认知、情感、信念、意志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问题。过去处理

行为问题常使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如写检讨书、处分、记过等，甚至体罚，不良行为短期内可能消失，

但不久便会死灰复燃，归根究底是没有处理学生出现不良行为的根本原因，例如获取关注、自卑心理，

或是心理疾病等。举个例子，一名小学生上课经常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有时还会突然站起来或未经

同意在教室走动，课间易与同学起冲突。假如班主任有心育知识储备，便会发现这些情况疑似注意力缺

陷与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的症状，可能会联系和建议家长带学生就

医，待孩子确诊后，结合医嘱给予学生适当行为训练和药物治疗，帮助孩子改善不良行为。假如班主任

缺乏心育知识，可能会把不良行为归结于学生不听话、不遵守纪律，并通过惩罚来处理，最终可能导致

学生情况愈演愈烈，甚至产生更严重的心理问题，不利于学生全面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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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心育工作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德育工作的进程，学生的良好思想道德品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是

密不可分的。 

4. 德育与心育的融合 

4.1. 必然性和可能性 

我国全民心理健康意识的提高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而心育脱离德育几乎是寸步难行的，所以心育

与德育融合，更符合心育与德育的发展现状。 
王建军分析德育与心育融合的可能性，结果表明道德的内涵中包含了人与自身的关系，因此德育的

内涵必然包含心育的成分[13]。此外，德育关注学生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要求学生做出利他行为，但

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以及利他行为的自发性，而心育包括学习、人际关系、自我意识方面，帮助学生处

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对德育工作的补充，同时心育涉及的道德问题，如人际关

系中的优良品质等，正是德育所需要的[14]。 
综上所述，德育和心育的融合从本体意义、目标和内容上均体现了二者融合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4.2. 途径的初步探索 

4.2.1. 指导思想上的融合 
学校教育和管理政策为德育和心育工作提供指导思想。在指导思想上应体现，心育和德育工作遵循

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从学生的心理需要出发，以尊重平等的方式与学生对话，有利于减少德育工作的

阻力，实现心育和德育共赢。 

4.2.2. 学生活动上的融合 
德育教育可以通过心育的方式进行，例如情境体验，角色扮演、空椅子技术、行为训练等活动，能

够引导学生自我觉察、疏导不良情绪、理解社会规范。传统德育常采用说教的方式，易引起抵触情绪，

抑制了主动性与积极性，而心育的方法给德育工作提供了更人性化和学生主体化的做法，能够引导学生

在实践中主动思考、体验和感悟，促进其内化道德理念，从而产生亲社会行为[15]。 

4.2.3. 教师观念上的融合 
教师对心育的重视程度影响学生的心理素质发展，心理健康的教师才能够教育出心理健康的学生。

教师的心理健康观念首先应作用于自身，然后再作用于学生，尤其是班主任。班主任是学生德育的直接

管理者，融合心育，可以有利于丰富班主任进行德育工作的内容和方式，打破传统德育模式的限制，创

新教学方法路径。可以针对不同的学生问题采用正强化、负强化、正惩罚等方式来对其问题行为进行矫

正。例如，许多小学老师采用的“积分法”是正强化的一种体现，积分本身可以及时强化学生的良好行

为，学生通过积分自主兑换喜欢的小礼物，一方面继续强化行为，另一方面可侧面培养学生的金钱观、

价值观，满足其自主需求。 

5. 结语 

综上所述，推进学校德育与心育融合，不仅是对国家政策的响应，同时符合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的要

求，也是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需要。学校德育和心育的融合，可以双向促进德育和心育的发展，实现双

赢。我们应当在二者融合的途径探索上继续不懈努力，找寻更多更好的融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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