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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整体观念，是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统一性的认识。中

职德育工作是学校长期性和基础性的工作，也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一名一直担任中

医药教学及班主任工作的专业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中，结合中医整体观念，提出中职

德育教育的人本观和环境观，丰富了中职德育教育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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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非常重视人体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包括内在的脏腑器官之间，心理活动

与生理机能之间，以及人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按照中职教育的培养目标

和特点，结合中医理论，笔者提出“中职德育教育的整体观念”，包括：一是中

职德育教育的人本整体观，即“人本观”；二是中职德育教育中的环境整体观，

即“环境观”。 

一、中职德育教育的人本观 

“人本观”主要体现在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它包含学生品德的发展，智力的

发展，能力的发展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内容，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生品德

的发展。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完整，构成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在结构上相

互沟通，在功能上相护协调、互相为用。中职德育教育的人本观应从以下几个方

面来认识： 

（一）情志往往与人体五脏有着特定的联系，不可以点概面 

志，即情志、情感，是人对客观外界刺激所表现的情绪反映[1]。中医是以“有

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天下》）为理论依据进行临床察病的，认为人的情志

往往与心肺脾肝肾有着特定的联系。并将其与五脏的对应关系归纳为心在志为

喜，肺在志为悲为忧，脾在志为思，肝在志为怒，肾在志为恐。如当人体肾精充

足时，人体在接受外界相应刺激时，能产生相应的心理调节，而肾精不足时，稍

受刺激则表现为恐惧不宁，再如肝火重的人脾气躁。中职生正处于青春期，情绪

容易不稳定，稍遇刺激随即勃发大怒气，不可制。情志是是容易变化的，也是多

方面的，作为教师不可以点概面，将学生的某一情志视为其性格，甚至是对其贴

上道德标签。 

（二）注重教师对学生的正面影响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请你记住，你不仅是自己学科的教员，而

且是学生的教育者，生活的导师和道德的引路人[2]”。这句话的含义是：教师的

一言一行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和品质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一定要时时处处

为学生做出榜样，凡是教师要求学生要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如在教育学生遵

守日常行为规范时，自身也要严格遵守教师职业道德，充分备好每一节课，不迟

到，不早退，及时认真批改作业。在保持环境卫生方面，坚持做到每次看到有废

纸或其它垃圾就捡起来，每次大清洁要和学生一起参加劳动。老师的积极言行将

会给学生带来积极的影响，一个开朗、积极向上的教师往往会给学生带来正能量，

反之亦然。特别是在同时担任班主任工作时，这一点就尤为重要，必须时刻铭记

自己是一名时刻会对学生产生影响的教育工作者，要在各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

用。 

二、中职德育教育的环境观 

（一）中职培养目标整体观 

教育部明确指出，中等职业教育要树立以全面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位的

观念，培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具有综合

职业能力，在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第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中、初级专

门人才。中职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有所不同，作为专业教师应当清晰地认识到中

职教育的对象毕业后大多直接走向劳动一线。对于他们而言，分数不再是生命线，

专业技能虽然重要，但沟通和协作能力也很重要。不少人就是因为情商低，沟通

不好，不善协作，不能赢得信赖而失去各种机会。因此要树立德、智并重的中职

培养目标整体观，大胆对教学进行改革创新。 

（二）中职德育教育的环境整体观 

中医整体观念认为人与外界环境是一个整体，人与外界环境也存在着密切的

关系。人体在能动地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维持着自身稳定的机能活动。外界环境

小到家庭环境、学习环境、工作环境，大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封闭式教育

常忽略人的社会性概念，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德育教育，如果失去家长、社会的支

持，恐怕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

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



 

是如何做人的教育。也就是古人说的“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

以害之也”。一个人能否成功，家庭教育有着很大的影响，父母应把小孩教育放

在首要位置。作为教师应加强同家长的联系，利用电话、家访等多形式与家长沟

通。家长会、家委会等常规活动的开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家

长的交流与沟通，更好的形成家校教育的合力。 

同时学校应坚持“德育为首”的教育理念，紧紧围绕学生的思想状况特点，

坚持教育疏导、全员参与、贴近学生的原则，全面加强学生的德育建设。作为一

名专业教师，在从事教学工作时，不仅仅要教会学生专业技能，还应在授课的过

程中注重德育教育的渗透。中药药剂、中药鉴定技术、药事管理学等都是专业的

主干课程，其中都蕴含了不少的德育内涵，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渗透。如近

几年发生的刺五加注射液事件、糖脂宁胶囊事件等都是一些具有典型性、真实性

和关联性强的教学案例，通过以上德育知识的渗透使学生认识到药品的生产、使

用等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同时意识到假劣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引导学生自觉

抵制假药、劣药的生产与销售，在一定程度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
[3]
。 

另外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群体之中，社会环境的不同可造成人们身心

机能上的某些差异。社会的进步无疑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益处，但我们也应清晰地

认识到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如愈加激烈的竞争会给

我们带来较多的精神压力、各种不良的社会信息会考验着我们的抵御能力。作为

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培养对压力的正确认识以适应今后各种复杂的环境变化。 

结合中医整体观念，重视中职德育教育中的人本观和环境观，坚持以学生的

发展为本，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为学生终身幸福奠基。专业教师要调整思路，做

好榜样作用，热心参与到德育教育中来。学校应将德育教育作为日常工作重点，

家庭、社会等应注重对学生的关注和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个人素质得到较

大程度的提升，同时也能使学生今后参加社会职业活动中的矛盾得到有效调节，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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