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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报告呢？下
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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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开题报告-05-0323：25一,课题研究统一论
文背景

在新世纪,中国高校学生面对世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将发生新
的革命性突破,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高校
学生道德教育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面临严峻挑
战.

世界各国确立道德教育目标的共同特点是：追随时代,适应信
息社会.各国都把爱国主义教育,合格公民教育,个性品德教育
作为最基本的目标.

美国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爱国精神,能
为国家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合格公民.1994年12月,为了实现
《美国xx年教育目标法》中规定的8条教育目标,美国又制定了
《美国联邦教育部战略规划》,确定了四项实施重点,其中两
个重点之一是：帮助所有学生达到具有挑战性的学业标准,以
使他们培养成合格的公民,并为继续学习和到生产部门就业做
好准备.

日本则以培养学生的道德心为目标,培养发展民主社会和国家,
为和平的国际社会做贡献的日本人.197月16日,日本第十五届
中央教育审议会公布第一次咨询报告《21世纪日本教育的发
展方向》.《报告》把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作为21世纪日



本教育的发展方向.什么生存能力呢《报告》中说：“无论社
会如何变化,孩子能够自己发现问题,自我思考,主动做出判断
和行动,有较好的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并且能够自律,善于
和他人协调,善于为他人着想,感情丰富和充满人性.同时,健
康身体也是不可缺少的.”

法国的道德教育目标是教育学生成为有目标,有理想,有责任
感的国家公民.法国学校道德教育采取以下公民道德课为主,
以其他各科为辅的方式进行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
面：(1)人权教育.人权教育在法国公民道德教育中占有核心
地位.如在小学阶段要求使儿童懂得做个新的公民,必须尊重
人身安全,尊重人类尊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同时还应承认人
一人之间存在差别；(2)民主生活.通过建立民主生活,使学生
在实践中获得关于民主的`良好体验,进而形成民主作风,这也
是法国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3)国家政体.公民道德教
育还包括在学生中系统地传授有关国家政治制度及其合理性
的知识；(4)爱国主义教育.各年级均进行爱国主义教育；(5)
伦理道德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爱,勇敢,荣誉,正直,正义,宽容,
仁慈,善良的品德.

英国学校道德教育内容主要反映在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道
德教育教材中.这类教材与宗教有联系,但又与宗教有本质的
不同,它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使学生掌握各种生活技能,编制新
颖,生动活泼.其道德教育内容包括10个方面：(1)有关社会意
识和公民意识及个人义务责任；(2)有关个人与他人的关
系；(3)有关就业中的工作制度,雇主关系；(4)有关商品社会
中的消费问题；(5)有关婚姻爱情及家庭问题；(6)有关学习
名人英雄的情操；(7)有关各行业的职业及职业道德；(8)学
习文化传统和各国优秀文化；(9)参与社会事务及福利事
业；(10)有关暴力,吸毒,酗酒,凶杀,死刑,性解放,核战争等
问题.

德国学校道德教育内容主要有：(1)个人行为的道德教育,包
括礼貌,诚实,正直,纪律,劳动习惯等；(2)人际关系的道德教



育,如群体观念,助人为乐,尊重他人的劳动,协作精神等；(3)
社会和职业的道德教育,包括社会公德,爱护公物等.在学校教
育中,这些道德教育内容主要是通过宗教教育和公民课实施的.
同时,性教育也是德国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1234

更多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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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新思路》(1.5万字).主要
撰稿人:罗军强

(5)其他论文待定.

七,课题研究步骤及内容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xx年3月----xx年11月)

1,整理课题申报相关资料,完成课题申报,立项.

2,收集国内外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理论文献和有关资料.

第二阶段:研究阶段(xx年11月----xx年6月)

1,继续收集和整理有关资料,撰写论文初稿.

2,调查了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现状(含考察学习),补充高校
学生道德教育研究的有关数据,了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规律
及特点;探索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

3,采取座谈会,访谈,书面调查等形式,广泛听取高校学生道德
教育研究专家和专业人员的意见.



4,逐步完成相关论文并公开发表.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xx年7月----xx年12月)

1,完成《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研究》课题

2,完成阶段性研究论文.

3,成果提交鉴定,验收.

八,经费管理

资料费(购买与收集相关的资料)500元.

调研差旅费(赴外地考察)1000元.

小型会议费(进行方案论证,专家座谈等)1500元.

学习培训费1000元.

开题,结题鉴定论证费1000元.

以上5个科目经费预算合计为5000元.由于该项目属非资助项
目,故经费来源主要靠学院科研经费资助.

主要参考文献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美】e.拉兹洛著《决定命运的选择》三联书店..6

沉壮海《有效德育过程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xx.4

张瑜《努力探索网络德育的有效途径》中国高等教育xx(18)



程建平《发掘有效载体讲求德育实效》安徽教育xx(4)

马超《20世纪90年代我国德育理论研究新进展》上海师大学报
(哲社教育版)xx(1)

潘玉腾《现代思想道德教育要发展人的主体性》福建师大学报
(哲社版)xx(1)

檀传宝《德育理念与德育改革》年第2期

10)程胜《学校德育实效性问题探微》江西教育科研xx(4)

11)冯建军《主体道德教育与生活》教育研究xx(5)

12)杨启亮《在失落中探索学校德育的求是精神》教育发展研
究xx(9)

13)詹万生《社会转型时期学校德育的反思与构建》教育研
究x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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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中国高校学生面对世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将发生
新的革命性突破，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
高校学生道德教育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面临
严峻挑战。

世界各国确立道德教育目标的共同特点是:追随时代，适应信
息社会。各国都把爱国主义教育，合格公民教育，个性品德
教育作为最基本的目标。

美国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爱国精神，
能为国家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合格公民。1994年12月，为了实现



《美国xx年教育目标法》中规定的8条教育目标，美国又制定了
《美国联邦教育部战略规划》，确定了四项实施重点，其中
两个重点之一是:帮助所有学生达到具有挑战性的学业标准，
以使他们培养成合格的公民，并为继续学习和到生产部门就
业做好准备。

日本则以培养学生的道德心为目标，培养发展民主社会和国
家，为和平的国际社会做贡献的日本人。1996年7月16日，日
本第xx届中央教育审议会公布第一次咨询报告《21世纪日本
教育的发展方向》。《报告》把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作
为21世纪日本教育的发展方向。什么生存能力呢 《报告》中
说:"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孩子能够自己发现问题，自我思考，
主动做出判断和行动，有较好的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并
且能够自律，善于和他人协调，善于为他人着想，感情丰富
和充满人性。同时，健康身体也是不可缺少的。"

法国的道德教育目标是教育学生成为有目标，有理想，有责
任感的国家公民。法国学校道德教育采取以下公民道德课为
主，以其他各科为辅的方式进行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
面:(1)人权教育。人权教育在法国公民道德教育中占有核心
地位。如在小学阶段要求使儿童懂得做个新的公民，必须尊
重人身安全，尊重人类尊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同时还应承
认人一人之间存在差别;(2)民主生活。通过建立民主生活，
使学生在实践中获得关于民主的良好体验，进而形成民主作
风，这也是法国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3)国家政体。公
民道德教育还包括在学生中系统地传授有关国家政治制度及
其合理性的知识;(4)爱国主义教育。各年级均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5)伦理道德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爱，勇敢，荣誉，正
直，正义，宽容，仁慈，善良的品德。

英国学校道德教育内容主要反映在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道
德教育教材中。这类教材与宗教有联系，但又与宗教有本质
的不同，它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使学生掌握各种生活技能，
编制新颖，生动活泼。其道德教育内容包括10个方面:(1)有



关社会意识和公民意识及个人义务责任;(2)有关个人与他人
的关系;(3)有关就业中的工作制度，雇主关系;(4)有关商品
社会中的消费问题;(5)有关婚姻爱情及家庭问题;(6)有关学
习名人英雄的情操;(7)有关各行业的职业及职业道德;(8)学
习文化传统和各国优秀文化;(9)参与社会事务及福利事
业;(10)有关暴力，吸毒，酗酒，凶杀，死刑，性解放，核战
争等问题。

德国学校道德教育内容主要有:(1)个人行为的道德教育，包
括礼貌，诚实，正直，纪律，劳动习惯等;(2)人际关系的道
德教育，如群体观念，助人为乐，尊重他人的劳动，协作精
神等;(3)社会和职业的道德教育，包括社会公德，爱护公物
等。在学校教育中，这些道德教育内容主要是通过宗教教育
和公民课实施的。同时，性教育也是德国学校道德教育的重
要内容。

在道德教育内容方面:世界各国都根据信息时代特点，把培养
学生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重视学生个性的健
全发展，帮助学生掌握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品德能力等作为
道德教育的重点。在道德教育途径和方法方面:各国都已改变
了道德教育靠专设课程传授的片面做法，发展到各学科教育，
校内外活动教育以及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道德教育模式。

中国在道德教育观念上，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人们对现代道德教育性质与功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
变。从道德教育是"阶级斗争工具"转向道德教育是促进人的
德性现代化的教育，把人的德性发展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
中国部分高校在确立道德教育目标时，根据信息时代的特点，
逐渐将传统性目标与时代性目标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改变了
重传统道德教育而缺乏时代感的倾向。

中国在道德教育内容的选择上，由以前的"政治挂帅"，跟政
治风向转，逐渐把系统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道德能力教
育与政治思想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



改变以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的倾向。

中国在选择教育途径和方法时，亦由以前的形式主义，课堂
灌输，逐步将系统教育与分层次教育;专门课程教育与学科渗
透教育;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口授教育与活动教育结合起来。
改变重说教，轻活动;重理性，轻实践;重校内教育，轻社会
教育;重当前，轻未来和教育形式单调枯燥，脱离实际，一刀
切等传统的陈旧做法。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鉴于目前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社会大环
境，与时俱进研究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问题，对高校
来说，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怎样更新道
德教育内容，引导高校学生正确认识文化多样性和各民族文
化传统的特征，正确认识全人类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是
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

道德是指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
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以及同这些观念相适应的由
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来实现的行为规则体系。道德是调整
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具有教化力，环境力，
觉悟力，它从教育入手，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荣辱与是非观
念，从而达到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效果。道德可以在潜移
默化中净化世风，为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理想和道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校学生有了自己的理想，
才会自觉运用道德和法律来约束自己，理想的破灭常常也伴
随着道德的沦丧。理想，道德教育就是价值观念，伦理关系
的教育，在塑造什么样的人，用什么价值改造社会方面起着
最为直接，最为根本的作用。通俗地说，道德就是行为规范，
它包涵在目前大力倡导的精神文明建设和以德治国之中。培
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是高等
学校的根本任务。

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
内容和中心环节。" 本课题将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我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具体实践过
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我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规律，借
鉴国外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与当代社会经济发
展有机的结合，探索一条信息时代我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
成功之路。

探索我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成功之路，不仅对我国高校学
生道德教育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可以为
我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新思路。我们将当代
国外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实践——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比
较和借鉴，引入，消化和应用，无疑也会发展和丰富我国的
道德教育理论。

本课题组的研究人员与高校学生接触密切，对高校学生道德
教育情况比较熟悉，并在有关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具备了较
好的研究基础。由于在同一单位，很方便对课题的问题进行
及时研究，研究内容与承担的专业技术职务工作要求相一致，
具有联系紧密的特点，因而有完成本课题研究任务的内在动
力，研究条件和研究时间均有足够的保证。鉴于本课题的跨
学科性，课题组人员既熟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又熟悉现代
信息技术，有两位课题组人员曾从事计算机教学工作。课题
组负责人即图书馆负责人，图书馆馆刊辟有"教育"专栏，每
期刊有道德教育的有关信息资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理
论平台，图书馆信息资料部有专人收集高校学生道德教育有
关信息，掌握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研究前沿动态，充分和翔实
的课题研究资料，为课题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中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历史变迁

(1)建国初期高校学生道德教育(1949—1965)

(2)"文革"期间高校学生道德教育(1966—1976)

(3)改革开放期间高校学生道德教育(1977—xx)



2、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特征(本课题的核心研究内
容)

(1)道德教育内容逐渐更新

(2)不同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并存

(3)国际合作精神教育

(4)传统文化道德教育

3、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难题

(1)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

(2)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冲突

(3)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的冲突

4、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新思路

(1)尊重学生的道德主体性

(2)将中国道德教育与世界接轨

(3)将传统道德教育与现代接轨

(4)将道德理论教育与现实接轨

本课题研究主要采用"资料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案例
调查—理论探索—对策研究"的思路进行。具体措施是:

1、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广泛收集和查阅国内外有关道
德教育理论和道德教育的研究文献资料。



2、通过座谈，访谈，书面调查等形式，广泛听取道德教育研
究专家的意见。

3、对高校学生道德教育中遇到的问题，运用逻辑推理，理论
诠释和联络推导，以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重点，进行专题
研究。

4、将阶段性研究成果及时在有关教育刊物发表，并将有关成
果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完善。

江西省教育科学开题报告篇四

在新世纪，中国高校学生面对世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将发生
新的革命性突破，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
高校学生道德教育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面临
严峻挑战。

世界各国确立道德教育目标的共同特点是：追随时代，适应
信息社会。各国都把爱国主义教育，合格公民教育，个性品
德教育作为最基本的目标。

美国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爱国精神，
能为国家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合格公民。1994年12月，为了实现
《美国xx年教育目标法》中规定的8条教育目标，美国又制定了
《美国联邦教育部战略规划》，确定了四项实施重点，其中
两个重点之一是：帮助所有学生达到具有挑战性的学业标准，
以使他们培养成合格的公民，并为继续学习和到生产部门就
业做好准备。

日本则以培养学生的道德心为目标，培养发展民主社会和国
家，为和平的国际社会做贡献的日本人。1996年7月16日，日
本第十五届中央教育审议会公布第一次咨询报告《21世纪日
本教育的发展方向》。《报告》把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作



为21世纪日本教育的发展方向。什么生存能力呢《报告》中
说："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孩子能够自己发现问题，自我思考，
主动做出判断和行动，有较好的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并
且能够自律，善于和他人协调，善于为他人着想，感情丰富
和充满人性。同时，健康身体也是不可缺少的。"

法国的道德教育目标是教育学生成为有目标，有理想，有责
任感的国家公民。法国学校道德教育采取以下公民道德课为
主，以其他各科为辅的方式进行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
面：

（4）爱国主义教育。各年级均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5）伦理道德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爱，勇敢，荣誉，正直，
正义，宽容，仁慈，善良的品德。

英国学校道德教育内容主要反映在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道
德教育教材中。这类教材与宗教有联系，但又与宗教有本质
的不同，它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使学生掌握各种生活技能，
编制新颖，生动活泼。其道德教育内容包括10个方面：

（1）有关社会意识和公民意识及个人义务责任；

（2）有关个人与他人的关系；

（3）有关就业中的工作制度，雇主关系；

（4）有关商品社会中的消费问题；

（5）有关婚姻爱情及家庭问题；

（6）有关学习名人英雄的情操；

（7）有关各行业的职业及职业道德；



（8）学习文化传统和各国优秀文化；

（9）参与社会事务及福利事业；

（10）有关暴力，吸毒，酗酒，凶杀，死刑，性解放，核战
争等问题。

德国学校道德教育内容主要有：

（1）个人行为的道德教育，包括礼貌，诚实，正直，纪律，
劳动习惯等；

（2）人际关系的道德教育，如群体观念，助人为乐，尊重他
人的劳动，协作精神等；

（3）社会和职业的道德教育，包括社会公德，爱护公物等。
在学校教育中，这些道德教育内容主要是通过宗教教育和公
民课实施的。同时，性教育也是德国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内
容。

江西省教育科学开题报告篇五

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下面
是小编收集的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开题报告，希望大家认真阅
读！

在新世纪,中国高校学生面对世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将发生新
的革命性突破,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高校
学生道德教育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面临严峻挑
战.

世界各国确立道德教育目标的共同特点是:追随时代,适应信
息社会.各国都把爱国主义教育,合格公民教育,个性品德教育



作为最基本的目标.

美国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爱国精神,能
为国家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合格公民.1994年12月,为了实现
《美国xx年教育目标法》中规定的8条教育目标,美国又制定了
《美国联邦教育部战略规划》,确定了四项实施重点,其中两
个重点之一是:帮助所有学生达到具有挑战性的学业标准,以
使他们培养成合格的公民,并为继续学习和到生产部门就业做
好准备.

日本则以培养学生的道德心为目标,培养发展民主社会和国家,
为和平的国际社会做贡献的日本人.1996年7月16日,日本第xx
届中央教育审议会公布第一次咨询报告《21世纪日本教育的
发展方向》.《报告》把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作为21世纪日
本教育的发展方向.什么生存能力呢 《报告》中说:"无论社
会如何变化,孩子能够自己发现问题,自我思考,主动做出判断
和行动,有较好的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并且能够自律,善于
和他人协调,善于为他人着想,感情丰富和充满人性.同时,健
康身体也是不可缺少的."

法国的道德教育目标是教育学生成为有目标,有理想,有责任
感的国家公民.法国学校道德教育采取以下公民道德课为主,
以其他各科为辅的方式进行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1)
人权教育.人权教育在法国公民道德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如
在小学阶段要求使儿童懂得做个新的公民,必须尊重人身安全,
尊重人类尊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同时还应承认人一人之间存
在差别;(2)民主生活.通过建立民主生活,使学生在实践中获
得关于民主的良好体验,进而形成民主作风,这也是法国公民
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3)国家政体.公民道德教育还包括在学
生中系统地传授有关国家政治制度及其合理性的知识;(4)爱
国主义教育.各年级均进行爱国主义教育;(5)伦理道德教育.
主要培养学生爱,勇敢,荣誉,正直,正义,宽容,仁慈,善良的品
德.



英国学校道德教育内容主要反映在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道
德教育教材中.这类教材与宗教有联系,但又与宗教有本质的
不同,它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使学生掌握各种生活技能,编制新
颖,生动活泼.其道德教育内容包括10个方面:(1)有关社会意
识和公民意识及个人义务责任;(2)有关个人与他人的关
系;(3)有关就业中的工作制度,雇主关系;(4)有关商品社会中
的消费问题;(5)有关婚姻爱情及家庭问题;(6)有关学习名人
英雄的情操;(7)有关各行业的职业及职业道德;(8)学习文化
传统和各国优秀文化;(9)参与社会事务及福利事业;(10)有关
暴力,吸毒,酗酒,凶杀,死刑,性解放,核战争等问题.

德国学校道德教育内容主要有:(1)个人行为的道德教育,包括
礼貌,诚实,正直,纪律,劳动习惯等;(2)人际关系的道德教育,
如群体观念,助人为乐,尊重他人的劳动,协作精神等;(3)社会
和职业的道德教育,包括社会公德,爱护公物等.在学校教育中,
这些道德教育内容主要是通过宗教教育和公民课实施的.同时,
性教育也是德国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道德教育内容方面:世界各国都根据信息时代特点,把培养
学生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重视学生个性的健全
发展,帮助学生掌握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品德能力等作为道德
教育的重点.在道德教育途径和方法方面:各国都已改变了道
德教育靠专设课程传授的片面做法,发展到各学科教育,校内
外活动教育以及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道德教育模式.

中国在道德教育观念上,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人们对现代道德教育性质与功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
变.从道德教育是"阶级斗争工具"转向道德教育是促进人的德
性现代化的教育,把人的德性发展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中国
部分高校在确立道德教育目标时,根据信息时代的特点,逐渐
将传统性目标与时代性目标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改变了重传统
道德教育而缺乏时代感的倾向.

中国在道德教育内容的选择上,由以前的"政治挂帅",跟政治



风向转,逐渐把系统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道德能力教育与政
治思想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改变以政
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的倾向.

中国在选择教育途径和方法时,亦由以前的形式主义,课堂灌
输,逐步将系统教育与分层次教育;专门课程教育与学科渗透
教育;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口授教育与活动教育结合起来.改
变重说教,轻活动;重理性,轻实践;重校内教育,轻社会教育;
重当前,轻未来和教育形式单调枯燥,脱离实际,一刀切等传统
的陈旧做法.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鉴于目前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社会大环境,
与时俱进研究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问题,对高校来说,
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怎样更新道德教育内
容,引导高校学生正确认识文化多样性和各民族文化传统的特
征,正确认识全人类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是信息时代高校
学生道德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

道德是指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与
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以及同这些观念相适应的由社会舆
论和人们的信念来实现的行为规则体系.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
间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具有教化力,环境力,觉悟力,它从
教育入手,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荣辱与是非观念,从而达到自
我规范,自我约束的效果.道德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净化世风,为
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理想和道德是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高校学生有了自己的理想,才会自觉运用道德和
法律来约束自己,理想的破灭常常也伴随着道德的沦丧.理想,
道德教育就是价值观念,伦理关系的教育,在塑造什么样的人,
用什么价值改造社会方面起着最为直接,最为根本的作用.通
俗地说,道德就是行为规范,它包涵在目前大力倡导的精神文
明建设和以德治国之中.培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
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

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



容和中心环节." 本课题将以以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小平理
论为指导,以我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具体实践过程为主要研
究对象,研究我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规律,借鉴国外和中华
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
探索一条信息时代我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成功之路.

探索我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成功之路,不仅对我国高校学生
道德教育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可以为我国
高校学生道德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新思路.我们将当代国外高
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实践——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比较和借鉴,
引入,消化和应用,无疑也会发展和丰富我国的道德教育理论.

本课题组的研究人员与高校学生接触密切,对高校学生道德教
育情况比较熟悉,并在有关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具备了较好的
研究基础.由于在同一单位,很方便对课题的问题进行及时研
究,研究内容与承担的专业技术职务工作要求相一致,具有联
系紧密的特点,因而有完成本课题研究任务的内在动力,研究
条件和研究时间均有足够的保证.鉴于本课题的跨学科性,课
题组人员既熟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又熟悉现代信息技术,有
两位课题组人员曾从事计算机教学工作.课题组负责人即图书
馆负责人,图书馆馆刊辟有"教育"专栏,每期刊有道德教育的
有关信息资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平台,图书馆信息
资料部有专人收集高校学生道德教育有关信息,掌握高校学生
道德教育研究前沿动态,充分和翔实的课题研究资料,为课题
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中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历史变迁

(1)建国初期高校学生道德教育(1949—1965)

(2)"文革"期间高校学生道德教育(1966—1976)

(3)改革开放期间高校学生道德教育(1977—xx)



2,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特征(本课题的核心研究内
容)

(1)道德教育内容逐渐更新

(2)不同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并存

(3)国际合作精神教育

(4)传统文化道德教育

3,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难题

(1)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

(2)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冲突

(3)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的冲突

4,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新思路

(1)尊重学生的道德主体性

(2)将中国道德教育与世界接轨

(3)将传统道德教育与现代接轨

(4)将道德理论教育与现实接轨

本课题研究主要采用"资料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案例
调查—理论探索—对策研究"的思路进行.具体措施是:

1,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广泛收集和查阅国内外有关道德
教育理论和道德教育的研究文献资料.



2,通过座谈,访谈,书面调查等形式,广泛听取道德教育研究专
家的意见.

3,对高校学生道德教育中遇到的问题,运用逻辑推理,理论诠
释和联络推导,以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重点,进行专题研究.

4,将阶段性研究成果及时在有关教育刊物发表,并将有关成果
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完善.

组长:罗军强(主持人)男,高级政工师 湖南省大众传媒职业技
术学院图书馆馆长.负责课题设计,资料收集,撰写《信息时代
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特征》,《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
新思路》和课题最后的统稿.

成员:石银燕 女 副教授 湖南省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图书
馆副馆长.负责课题资料收集,整理和调查,撰写《高校学生道
德教育的历史变迁》.

成员:陈放明 男 政工师 湖南省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图书
馆信息部主任.负责课题资料收集,整理和调查,撰写《信息时
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难点》(包括案例分析).

(一)最终研究成果

《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研究》(研究性论文,6万字)罗
军强负责,课题组全体成员参与.

(二)阶段性成果

1,论文

(1)《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历史变迁》(1.5万字).主要撰稿
人:石银燕

(2)《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特征》(1.5万字).主要撰



稿人:罗军强

(3)《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难点》(1.5万字).主要撰
稿人:陈放明

(4)《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新思路》(1.5万字).主要
撰稿人:罗军强

(5)其他论文待定.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xx年3月----xx年11月)

1,整理课题申报相关资料,完成课题申报,立项.

2,收集国内外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理论文献和有关资料.

第二阶段:研究阶段(xx年11月----xx年6月)

1,继续收集和整理有关资料,撰写论文初稿.

2,调查了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现状(含考察学习),补充高校
学生道德教育研究的有关数据,了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规律
及特点;探索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

3,采取座谈会,访谈,书面调查等形式,广泛听取高校学生道德
教育研究专家和专业人员的意见.

4,逐步完成相关论文并公开发表.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xx年7月----xx年12月)

1,完成《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研究》课题

2,完成阶段性研究论文.



3,成果提交鉴定,验收.

资料费(购买与收集相关的资料)500元.

调研差旅费(赴外地考察)1000元.

小型会议费(进行方案论证,专家座谈等)1500元.

学习培训费1000元.

开题,结题鉴定论证费1000元.

以上5个科目经费预算合计为5000元.由于该项目属非资助项
目,故经费来源主要靠学院科研经费资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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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壮海《有效德育过程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xx.4

张瑜《努力探索网络德育的有效途径》中国高等教育xx(18)

程建平《发掘有效载体 讲求德育实效》安徽教育xx(4)

马超《20世纪90年代我国德育理论研究新进展》上海师大学报
(哲社教育版)x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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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社版)x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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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程胜《学校德育实效性问题探微》江西教育科研xx(4)

11)冯建军《主体道德教育与生活》教育研究xx(5)

12)杨启亮《在失落中探索学校德育的求是精神》教育发展研
究xx(9)

13)詹万生《社会转型时期学校德育的反思与构建》教育研
究xx(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