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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新型德育关系以适应发生重大变迁的学校德育环境。为此目的,首

先,抛弃旧的德育观念,建立新的德育教育模式;第 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道

德精神,并赋予其时代含义;第 三,以 学校德育系统为核心,重 新整合学校、家庭、社会

三大德育系统,建立新的德育机制;第 四,立足社会道德现实,培养学生的道德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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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正处在深刻而剧烈的历史性变革中。

推动这种变革的因素是 :对 内改革积弊以求经济、社

会的全面发展,对外开放以求紧跟世界当代文明的

发展潮流。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和经济结构的大

调整带来了全方位的社会大变革,这从根本上改变

了学校德育环境c较传统学校德育环境而言,学校

德育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迁。这种重大变迁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c

首先,学校德育大环境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大社

会。
“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 J心 只读圣贤书

”
的封闭时

代一去不复返,学校走人了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环

境之中。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学校德育环

境的多种德育源的产生和发展,社会道德层面上多

种道德信息的传播,大量道德媒体的辐射,社会影响

因素在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中作用的明显增强,这些

都使学校德育在大环境中走出了封闭,直接面临社

会变革的八面来风。

其次,学校德育环境是-个以功利泛化为主要

特征的社会。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加快,人们在充

分领略经济发展带来的逐渐丰富的物质享受时,也

深感功利社会、市民社会的金钱气息 日渐浓厚。大

量经济规则渗人社会道德生活和精神领域,学校已

不再是远离世俗社会的净土。在市场游戏规则尚不

健全、严密的情况下,社会道德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个

人利益极度膨胀、人际关系的金钱烙印加深以及崇

尚眼前物质利益的追逐,都使得学校德育处在一个

物欲横流、商潮滚滚、扑朔迷离的功利泛化特征明显

的社会环境之中。

再次,学校德育面临的是一个道德观念多元化、

多元道德观念存在一定冲突的社会环境。封闭时代

的结束,导致传统一元化道德观念的瓦解。开放时

代的到来,导致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伴之以传统

道德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话以及社会群体阶层化的

出现和加速形成,都使得学校德育置身于多元道德

观念互相冲突的社会当中。传统道德规范约束力减

弱,社会控制逐渐松弛,新的道德规范尚未有效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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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学校德育面临的道德环境复杂多变,道德判断摇

摆不定,新生的各种道德问题和道德难题横亘于学

校和社会面前。

学校德育环境发生重大变迁,因 而学校德育处

在丿1战与机会并存、冲击与生机共有的复杂局面之

中。社会道德文化变动所产生的丰富素材,为学校

德育提供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教育环境;代表正义和

公正的社会力量逐渐壮大,为学校德育提供了可依

托的社会大背景 ;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动、碰撞,为学

校德育提供了适应性教育的广阔空间。社会道德领

域中存在的种种道德问题,时刻警醒着学校德育教

育的方向和方法 ;各式各样道德丑恶现象蔓延,随时

检验着学校德育教育的成效 ;社会道德环境在未能

有效净化之前,却又威胁着学校德育所需要的基本

环境保障。显然,处在社会道德环境发生重大变迁

中的学校德育,必须正视现实,走 出泥潭,理清学校

德育中的主要关系,确立新时期处理学校德育关系

的新标准和新思路,探讨复杂社会道德环境中的育

人机制,增强学校德育教育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

- 以德育观念的更新为先导,在弃旧中创新

学校德育环境发生重大变迁,直接冲击着学校

德育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落后观念。学校素质教育

的实践,呼唤着对学生良好道德素质的有效培养。

培养学生优良的道德素质、较强的道德判断能力、较

好的社会道德适应能力都是学校传统道德教育观念

所不能胜任的。在学校德育观念面临落后、守旧的

现实面前,学校德育应在教育观念上因势求变,遵循

学校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以 德育教育观念更新为

先导,走弃旧创新之路,即在学校德育教育的实践中

完成客体论、灌输式教育模式向主体论、认知式教育

模式的根本转变,完成封闭育人向发展育人的根本

转变。

由于学校德育曾在较长时期内突出为政治服务

的原则,政治挂帅的
“
左

”
的阴影笼罩着学校德育的

方方面面,学校德育把政治灌输作为自己的首要任

务,成人化、形式化、教条化的德育观念被积淀下来。

学校德育走出
“
左

”
的阴影之后,学校教育却步人了

片面追求智育发展、忽视学生德育素质有效培养的

误区。学校德育清除
“
左

”
的干扰以后,却未能从根

本上清算、更新 自己内在的深层的育人观念。在目

前学校德育的实践中,仍把学生仅仅理解为被动的

受教育对象,仍 固守灌输德育准则以期改变学生道

德行为的育人模式,这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现象。

这种育人观念的要害是坚持客体论和灌输式教育。

这种育人模式的实质是把学生摆在德育客体的位置

上,施教者依靠抽象理论的说教,期求受教育者向施

教者设想的目标转变。促进这种转变的,主要是靠

奖惩和权威,使用指令式、强令式纠错的教育方式 ,

最终的结果是 :学生不是在生动的道德教育活动中

信服道德准则,而是被驯服和压服。教师不是立足

于道德准则在学生道德认知中的内化,而 主要是以

学生是否服从道德准则来评定学生道德品质的优

劣。教师据此以服从与否来评定学生道德水准的高

低,教师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来纠正学生道德行为

上的偏差,却从不检讨 自己的育人观念中客体论和

灌输式教育的缺陷;学生抱怨甚至在情感心理上厌

恨教师的古板、僵化、正统,而教师却依旧按照其已

有的德育意识和观念行事。这种道德知和道德行的

脱节,使得学校德育工作深陷于苦恼和尴尬之中。

这足以说明,客体论的育人观念和灌输式教育模式

已经走到了尽头,否定和更新这种德育观念、德育模

式,是学校德育内在发展和适应外在社会环境变迁

的必然选择。

主体论和认知德育模式是在否定旧德育观念的

基础上,移植主体性教育思想而发展起来的。这种

育人观念认为,学生是德育活动的参与者,是道德行

为后果的承担者。学生道德的发展如同其技能发展

一样重要。学生在德育教育活动中,以 主体身份对

一定的德育活动发生积极认知,内在道德准则的价

值功能又把对新道德规范的价值认知主动吸入其已

有的道德认知中,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才会逐步提

高。这在客观上要求教师从道德教育活动的中心和

主宰的身份中解放出来,以 精心育人的态度和科学

选择符合学生身心发展水平和现状的道德素材,巧

妙设计德育的具体目标,引 导学生充分参与对道德

素材的认知活动,求 得学生道德认知水平的提高。

贯穿其始终的教育思想是以学定教、以教促学、教学

合一,而不是想当然的以教定学。当教师以学生道

德认知的引导者、设计者、促进者的身份创设道德认

知活动时,须从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和已有的道德

认知能力出发,选择学生能参与认知的道德素材,以

师生互动的活泼形式,在情能动人、理能喻人的氛围

中内化道德素材的价值功能,调动学生有效参与对

道德素材的认知过程,力求收到情理合一,影 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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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行为的后果。这才是德育教育中主体论、认知

式教育模式的基本方面。譬如对初中生的纪律教

育,若沿袭大讲特讲纪律重要性的客体论、灌输式教

育模式,其收效甚微,学生仍不知教师所云,最后的

结果是学生照样违反纪律。学生的纪律意识和行为

在教师的痛恨中可能走向恶性循环。依据主体论、

认知式的德育教育模式,设置讨论活动来加以认知

引导和行为训练,其效果可以为之一新。
“
假如风筝

断了线
”
,“ 假如火车没有铁轨

”
,“ 假如公共汽车甩

站、丢站
”
,“ 假如国家公务员泄密

”
,这些道德素材认

知活动的参与,纪律规范功能的价值认可和自我接

受,学生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不会对纪律的价值无动

于衷、置若罔闻。主体论、认知式的德育教育模式始

终把道德素材的认知活动作为基点,把学生的参与

置于学生熟悉的道德环境中,强 调教师的导而不灌 ,

在宽松和谐 的过程中情理交融,在共呜中追求价值

认同感,从而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这 为改变客

体论、灌输式的育人观念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新的教

育观念c只有如此,学生对道德规范的信服力、诚服

力才能置根于学生自己的道德世界里。育入育心、

浇水浇根的教育才是主体论、认知式教育所追求的

目标。

封闭育人向发展育人的根本转变,既是学生道

德认知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学校德育环境走向开

放以后的客观要求:推动学生道德认知发展的因素

是 :学生本身的身心水平和生活阅历是逐渐增长的,

影响学生身心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是不断变化

的。发展育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道德价值认知

的发展和道德认知结构的发展,帮助学生解决基本

的道德是非问题,引 导学生对社会道德环境的适应,

增强学生道德行为的抉择能力:学校面对日益开放

的社会,已 不能再停留在
“
培养乖孩子

”
的水平上,否

则学生一踏人复杂的社会道德中,便不知所措。学

校德育应承担起培养学生在复杂道德环境中独立思

考和解决道德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建立道德判断

的基本价值标准的重任。应当承认,学 生道德认知

的发展不是教师教导出来的。学生道德价值认知的

发展,是学生在有价值的道德认知活动中,经学生的

自由选择、反省和行动校正后得到的。学生对逍德

问题的价值认知,有一个认清问题、衡量利弊、考虑

后果、选择行动的复杂过程。根据学生道德认知发

展的机制,学校德育教育在发展育人思想的指导下,

在学生身冫b水平许可的限度以内,提取学生道德环

境中的普遍性和典型性的生动道德问题,设定不同

层次的价值问题,引 导学生价值认知的发展c比如

对高中生的纪律教育,就应充分引导学生对纪律价

值的认知:纪律不单是约束行为的规范,而 El^是 秩

序、文明、有序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同时也是个人

素养的一种标志。学生道德认知结构的发展是决定

道德行为的重要因素。应当肯定,学生道德认知结

构的发展不是在简单道德问题上的低水平循环中形

成的。它是学生已有道德认知结构在面临更为复杂

的道德难题时,通过学生的思考比较,互相倾听对同

一道德难题的不同意见,根据自己的价值倾向最后

认定而作出的实际选择。没有思考价值的问题,不

承认学生解决道德难题方法的合理性,不尊重学生

在不同意见比较后做出的选择,都不可能较好地通

过道德难题的解决活动来促进学生道德认知结构的

发展。学校德育在推动学生道德认知结构发展的问

题上,应有勇气引人两难道德问题的讨论式教育,改

变教师一味呵斥学生道德缺陷的状况,在共同参与

词
·
论中倾听学生心灵中的真实想法,用 宽容的人文

精神,消解学生面对两难道德问题的困惑,帮助学生

增强道德行为抉择的信心,真正通过德育教育活动

来发展学生的道德能力。认知发展的教育方法(包

括价值认知和结构认知)应 当成为学校德育教育发

展育人的主要方法。只有认知发展的教育方法,才

能使枯燥的说教法走出泥潭,也才能在学生身'心 和

社会的双重发展中找到培养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现

实育人方法。

二 以德育内容的统-性为基础,在继承中发

展

在学校德育环境发生重大变迁、社会转型加速

的现实面前,学校德育需处理好传统优秀道德文化

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学校德育教育作为一种逍

德承递现象,它本身的内容是继承性与时代性的统

一。中华优秀道德文化不仅是学校德育的丰厚底

蕴,而 目̂是学校德育教育迎接现代文明的根基,否 则

学校德育就会在现代物质文明的裹挟之下漂浮 :卜

定。摒弃对待传统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倾向、否决西

方文明中心论的崇拜心理、面向培养学生道德素质

的实践、确定学校德育育人内容的范围时,在优秀传

统道德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点上,应选择继承屮

发展的现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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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干年历尽磨难

雨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对学校德育育人而言,它是

内涵博大精深的教育资源。开掘和利用这一宝贵资

源,学校德育才能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展开

积极的对话和沟通。传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涵盖做

人行事、待人待己、于国于家的方方面面,它积淀了

几千年文明史发展中的价值观念。依据目前学校德

育教育的基本方面和学生道德精神发展的需要,传

统美德中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对学校德育教育会有深

刻的启示。

首先,修身观。传统美德是致力于践行个人的

修身养性的,并把个人的修身养性视为做人的根本 ,

是
“
齐家、治国、平天下

”
的基础。在个人学业的修养

上,提倡学而不厌,不耻下问,锲而不舍,能者为师。

指出了个人学业修养的成功之道是业精于勤,荒于

嬉。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个人性情修

养上,恬静淡泊,宁静致远,心胸开阔。在待人接物

方面,崇 尚廉恭有礼的君子之风。做人诚信不欺,推

崇气节。穷彐.益 坚,不坠青云之志。在个人道德修

养上,提倡修行于天下,积善积德,并指明个人道德

修养需从点滴开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 以恶小而

为之。一屋不扫,何 以扫天下。重视道德修养上的

内省内思。行成于思,毁于随。在人生态度的修炼

上,主 张积极进取,一以贯之,不屈不挠,自 强不息,

苦炼而成。
“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 尼厄而作《春

⑽ 。屈原放逐,而赋《离骚》;左 丘失明,厥 有《国

语》;孙子膑脚,《 兵法》修列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
”
。

“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
。传统美德中

涉及的修身内容是极为广泛的。立志、惜阴、攻读、

养性、自强、俭朴、敬业、礼仪等丰富的修身思想,仍

不失为引导学生学会做人的精炼思想。因为这些修

身思想恰恰是目前学生品德修养中较为匮乏的,也

是未受到应有重视的。在目前学校德育所处的社会

大环境中,既有科技、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有声色犬

马的诱惑。引导学生在 自主意识基础上的修身养

性,做人自励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目前社会

文化娱乐中的感观刺激增多,浮燥之心日甚,学校德

育负有依托传统美德引导学生个体的修身养性的责

任,否则,要实现学校育人的基本目标便成了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如磨难教育、挫折教育都是目前修

身教育的可行形式。

其次,义利观。传统美德提倡以义取利。谋义

信道乃是义利之首,舍利取义是至上的境界,富贵不

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道义本色。舍身取

义,杀身成仁,重义轻利,以义制利,透射出尚义轻利

的道德风韵。它所蕴涵的深刻意义,奠定了教育学

生处理现实义利关系的基础。在物欲横流、贪利成

风、功利为上的社会现实面前,学校德育育人没有理

由回避学生义利观的塑造。不义之财不取,不法之

财不占,取财有道,计利当计天下利,这些深邃的价

值观和人生精华,都 可以成为教育学生之源c赋予

这种义利观的新含义应当是 :在社会公共道德、职业

道德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决定个人利益的取舍。

再次,国家观。传统美德在个人对待国家的取

向上,倡行尽忠报国,名 垂青史。从崇尚精忠报国到

盛誉忠烈之举,无 不折射出谋国家大利而舍小利的

爱国情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

选择 ;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汉青的浩然之

气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情怀 ;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精神,曾哺育了无数优秀

儿女。苟利国家生以死,岂 因祸福趋避之的赴难之

举,铁肩担道义的凛然正气,以 天下为己任的崇高风

范,都是学校德育中爱国报国教育的素材。在不择

手段地谋取个人私利之风愈演愈烈、个人利益极度

膨胀的现实面前,学校德育育人不能推卸此责。即

在国家观的教育上,国 家至上、社会为先。放眼世

界,国家利益神圣不可侵犯。

学校德育育人内容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基础上 ,

在目前学校德育教育的环境中,应 自觉发展其中学

校德育教育所需的人文道德精神。通过道德认知和

行为训练,促使其内化为相对稳定的人文品质结构 ,

并赋予传统人文道德精神精华的时代含义,借助于

传统人文道德精神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力,学校德

育教育所承担的育人任务就不会显得空洞无物,而

是厚实有力。当前学校德育处在经济利益倍受重

视、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的社会大环境中,学校德育教

育更应提取传统美德中人文道德精神的精髓,培养

精神健康、人格健全、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的一代新

人。不能说发展市场经济,学校就把学生培养成经

济动物和势利之徒。不能说发展高科技,学 校就把

学生培养成技术的工具。恰恰相反,传统美德中人

文精神的丰厚素养,是学校德育培养适应科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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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一代新人的深厚文化背景。

三 以德育机制的整合为手段,在固内中强外

学校德育环境的变迁,社会道德环境中负面影

响的增强,学校德育教育影响力的下降,这是目前学

校德育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学校德育在面对学

生道德行为中的问题难奏其效9达不到学校教育所

追求的目标时,更多的是把责任推给社会,这反映出

学校德育机制的抗冲击能力和对社会道德环境的适

应能力较差的深层次问题。根据学校德育所面临的

现实,学校德育教育的机制需重新整合,并在这一重

新整合的机制中发挥学校德育的主阵地功能和权威

功能,使学校德育走上固内强外的教育道路,这是目

前学校德育教育的合理选择。学校德育放弃机制创

新,要培养适应社会变化的人并重树学校德育的杈

威性是不可能的。

学生是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道德环境中并受

多种德育源交错影响的不稳定群体。从某种意义上

说,学校德育的成败,取决于学校德育的影响力、感

召力、感染力、实践力能否超过家庭和社会对学生道

德品质的负面影响。学校作为专门专职的教育机

构,其主要功能就是育人培智、教化感染。在这种深

层次的争夺中,学 校德育机制的整合和发挥学校德

育的主渠道作用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为此,在

学校德育的实践中,需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应对家庭、社会、学校育人机制进行功能

识别,承认家庭、社会、学校对学生道德心理和道德

行为的影响方式、内容、结果是各不相同的。家庭德

育机制是以父母和其他长辈的说服、感染、榜样示范

等方式,对学生生活的全面关'b来影响学生的道德

品质和培养学生的基本行为习惯的。家庭浓厚的教

育氛围和长期熏陶往往是形成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

重要条件。家庭德育功能一旦产生缺失,往往给学

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增加障碍。社会道德环境是

以形形色色、异彩纷呈的道德信息,通过多渠道多媒

体的传播,生动而直接地展现在学生面前的方式,对

学生道德观念和道德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持久影

响。这种影响虽然具有随机性的特点,却传递着社

会道德现实中的多元价值观念,包括不利于学生正

确道德价值观念形成的不适当的社会价值观念。这

使得辨识能力不强的学生,既感到新鲜、好奇、刺激 ,

又在不自觉的接受中无师自通。由不自觉的模仿而

发展成自觉效仿。学生道德行为中的各种偏差和问

题,均源于社会道德环境的潜在影响和显性影响。

学校德育把社会意志全面、系统、强令地传递给学

生,它以其德育内容的全面性、教育方式的系统性、

评价制度的权威性来设定学生道德行为转化的预期

目标。这种影响是经过严格过滤各种道德现象和仔

细筛选多种道德素材,通过一定形式的道德教育活

动来完成的。这三类德育机制对学生道德品质影响

的差异性,若未经自觉识别,易造成学校德育机制与

家庭德育机制以及社会机制之间的脱节。事实上 ,

这种差异性奠定了系统整合、各 自功能须相互配合

的基础。只有这三类德育机制的整合程度较高时 ,

德育机制的合力和效能才较高。

其次,在德育机制的整合中,学校德育教育的主

阵地功能和权威功能是由一系列亚因素功能的实现

来完成的。比如扩散功能。处在复杂社会大系统中

的学校德育负有把社会提供的普遍价值取向及时扩

散给学生的责任,如效率观、平等观、互利观、个人权

益观等。新价值观的扩散有利于体现学校德育教育

的时代性和学校德育与时代发展的同步性,保证学

校德育教育对时代发展的理解和关切。抑制功能。

学校德育负有把社会不良风气和丑恶现象的负面影

响加以抑制的责任。这种抑制并非消极堵源。事实

上,学校德育无力堵源,但应通过辨别美丑的情感教

育和道德丑恶产生根源的认识教育,引 导学生远离

丑恶,洁身自好。如黄、赌、毒等负面影响的抑制,有

利于体现学校德育开中有堵、放中有禁的辩证性。

净化功能。学校德育负有净化家庭环境和学校德育

环境的责任。如通过举办家长学校,实施专题教育

提高家长对学生道德行为成因的认识,有针对性地

分析和排除影响学生道德品质形成的不良因素以及

建立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等。净化功能的实施,有

利于增强学校德育教育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预防功能。学校德育负有对学生可能出现的道德心

理问题进行前瞻性教育的责任。如青春期的性观念

教育、性道德教育等。预防功能的实施,有利于学校

德育的开放性。这些功能的释放,不仅有利于发挥

学校德育的强大功能,而 且使学校德育教育扎根于

社会道德现实,注重学校德育功能释放的新方式,这

才有可能使学校德育面对社会道德现实的负面冲击

时,摆脱被动,应对自如。

再次,在德育机制的整合中,学校德育机制处于

核'b地位。整合三大德育的系统机制,学校德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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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应当是主动的筹划者、组织者和实施者,而不是被

动的随机运作者。面对家庭德育功能的缺失,学校

德育应当主动予以激活或承担更多的教育责任;面

对家庭教育的不当,学校德育应当主动给予指导和

校正。经验表明,学校和家庭教育之间的互信、合

作、共识往往是促进学生全面成长的有力手段。相

反,学校和家庭教育之间的互相隔阂、指责、分歧,往

往会造成学生道德行为不应有的失控。学校德育机

制在三大系统中,应承担起主动协调的重任,牢牢地

把握住学校德育的主动权,追求德育教育系统结构

优化和效果优化的现实目标。

四 以德育本质的反思为走向,在接纳中批判

在学校德育教育所面临的困惑中,对学校德育

教育本质认识的分歧一直影响着学校德育教育大走

向、大思路、大轮廓的确定。学校德育教育处在一种

两难境地中。对现实教育一味采取颂歌式、赞美式

教育,学生是难以认同的,教师则是违心的。对现实

教育一味采取冷暗示、揭露示教育,学生是难以承受

的,教师则是有顾虑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学校德育

曾过分地超越现实,否定现实,致使学校德育玄浮空

洞,言之无物。随着学校德育环境的变迁,学校德育

的世俗化、庸俗化倾向抬头。在接纳中批判,应是目

前学校德育教育的大走向、大思路、大轮廓。应当承

认,学校德育是无力改变社会道德现实的,但不是不

能有条件地选择接受社会道德现实的。学校德育教

育的人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最终也是要走向社会

现实生活的人。在这种意义上讲,学校德育教育应

立足社会道德现实,培养适应社会现实生活的人。

只有现实的道德才是人的道德,人 的道德也终究才

是现实的道德。但同时也应看到,学校德育教育培

养的人是适应未来社会的人,是有改造社会的道德

理想的人。对社会道德现实、社会道德关系的合理

否定、批判、提升是不能放弃的。学校德育教育在立

足现实的基础上应渗透理想教育,培养学生应有的

道德责任和道德理想。在现实中的适度超越,是确

立目前学校德育大思路、大走向、大轮廓的合理选

择。

学校德育教育对社会道德现实的接纳,不仅是

学校德育适应社会现实的要求,而且是学校德育生

存、发展的需要。从学校德育教育的终极目标来看 ,

它听培养的人应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生力军,而不

是反社会发展的异己力量。从学校德育教育的良知

看,它所培养的人应是对社会现实负责的人。学校

德育教育一旦缺乏对社会道德现实成因及其发展的

深刻理解,它便成为社会大系统中无法生根的浮萍。

学校德育教育与时代精神相通,这是学校德育对社

会道德现实的深层次接纳。当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

充分肯定个体价值时,人的素质的优劣和才干的高

低,便成为人力资本的主要内涵,应突出对做人的特

别关切。为此,学 校德育教育在调整其内在内容构

成的前提下,突 出做人教育的基础性、持久性和做人

教育素材的现实性。做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做人的

品质教育和品质形成的做事教育、其核心问题是教

育学生懂得如何正确处理自己和他人、个人和群体

的关系。学校德育转向关心处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学

生的做人教育,是完全可以开掘社会道德现实中广

泛、众多的有效德育素材。譬如人伦教育、角色教

育、责任义务教育、自我评价教育、利他教育等。又

如利他教育,应 指出损人并不利己、利他才能利己,

坑蒙拐骗可能一时得利,但终究要被淘汰,因为不与

他人利益协调,就无法实现 自己的利益。这既是现

实的基本素材,也是培养学生在亲社会中做人教育

的有益形式。贯穿这些教育中的做人思想是学会关

心、尊重、理解、宽容、合作,而不是冷漠、自私、狭隘、

麻木不仁。尤其对现实社会中做人成功事实的认

可、张扬,应吸人做人教育之中。在以做人教育为本

的同时,要改革学校德育评价的导向,增强德育评价

的务实性。传统的学校德育评价导向是以智育发展

为主的导向,它带来了学校德育评价中用分数掩盖

学生品质问题的倾向,一俊遮百丑。实现做人品质

教育为主的评价导向,增 强德育评价的务实性和写

实性,是 品质形成教育和道德实践力教育的必然要

求。仅有学校德育教育内容和导向的改革是不够

的,还需消减来自家长片面的成才意识的阻碍。
“
望

子成龙,望女成凤
”
的片面成才意识削弱了以做人为

本的教育效果。轻做人、重成才,是做人教育中的社

会障碍。超越这种障碍,学校德育的纠偏和成人成

才并举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做人教育的合力还是很

难形成的。

学校德育在教育学生从情感上、心理上、认识上

和实践上接纳社会现实的同时,不能拒绝对学生的

负面教育。在社会道德现实中,道德的美与丑、道德

判断的模糊与清晰、道德行为的高尚与卑微,是相伴

相生的复杂现象。对道德现实中丑恶的批判,是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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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形成道德理想的重要手段。真实的德育教育

和富于鼓动性的德育才是适度超越的教育。为此 ,

学校德育教育的求真意识、保护意识、导向意识、适

度选择等独立意识都是不可缺少的新内容。把一个

真实的现实告知学生,是培养学生良好的逍德批判

能力的基础。亲善远恶、明辨是非,应作为学生逍德

能力和适应能力来培养。学校德育应承担起教育学

生在危险与险恶面前的自我保护能力的责任。超越

学生作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而见义勇为或制

止罪恶的教育是不可取的,对 未成年人的保护也是

有害的。在学生道德行为能力许可的范围内,鼓励

学生智取。学校德育的导向意识必须鲜明。揭露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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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s the c。 re; and finally, based c):l the sociaI

moral idea1.

恶、批判丑恶不能演变成发泄式的教育,而应究其根

源,引 导学生求解,立 是于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理想

教育。如面对黄色和暴力对学生的浸染,批判其根

源和危害的同时,人格理想教育就是必不可少的导

向。适度选择是体现学校德育教育从学生的生理、

心理水平和问题解决的需要程度出发,对道德现实

的选择范围和具体内容,均应有所控制。显然,从逍

德现实的批判出发,在学生心趸Ⅱ能力所能承受的范

围内,适度超越现实,渗透道德理想和个人人格理想

的教育,不仅必要、可行,而 fl^对 陶冶学生对道德美

的理性追求亦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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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a new lⅦ E mcchanism with tllc school

moral reahty, 、vc should cultivate stude⒒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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