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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化视野中的伦理批判与道德教育的重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变迁与道德教育”
研究项目的第三部成果。
与十年前“开放地区大学生道德问题研究的”的第三部《走向开放的道德》一书形成姊妹篇，《走向
开放的道德》关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道德的时代变迁，而《全球化视野中的伦理批判与道德教
育的重构》则是对全球化视野中的伦理批判与道德重建的理性审视。
全书分为上、下篇，上篇侧重于伦理批判，主要内容包括全球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大学生道德之缺失、
全球化视域下伦理之透视和全球化视域下道德之变迁三章；下篇着眼于道德重建，内容涉及全球化时
代道德重构的本体之基石、全球化时代道德重构的文化之维、全球化时代道德重构的制度之维以及全
球化时代道德重构的教育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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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跨越世纪的道德审视绪论 登高自卑行远自迩上篇第一章 全球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大学生道德之缺
失一、当代中国大学生的道德缺失二、大学生道德缺失的原因分析第二章 全球化视域下伦理之透视一
、全球化与现代伦理的价值取向（一）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结构转型（二）现代伦理对全球化的回应二
、现代伦理道德的困境审视（一）政治伦理与伦理政治化（二）经济伦理与伦理经济化（三）全球伦
理与伦理特殊化三、全球化视域下现代伦理的出路（一）走出效率崇拜的误区（二）拆除狭隘民族利
益的藩篱（三）伦理关系结构的整合第三章 全球化视域下道德之变迁一、道德“实体性”和惟道德化
的破灭二、普遍性的道德的发育三、文明交锋与文化形态迁移下篇第四章 全球化时代道德重构的本体
之基石一、道德重构一“生命”本体的形成二、和谐发展一“生命”本体的目标第五章 全球化时代道
德重构的文化之维一、全球化时代道德重构的文化根基二、全球化时代道德重构的文化源泉三、全球
化时代道德重构的文化使命第六章 全球化时代道德重构的制度之维一、全球化与社会生活制度化的时
代图景二、道德与制度的理性追思三、道德制度化的实现途径第七章 全球化时代道德重构的教育之维
一、全球化时代道德教育矛盾的焦点剖析二、全球化时代道德教育完善的路径探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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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全球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大学生道德之缺失　　自20世纪的最后几年以来，“全球化”作为
支配全球的话语被提升到一个“无所不在”的高度。
至于什么是全球化，极端全球主义者、怀疑论者、变革论者等不同的派别给出了不同的说法，至今没
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无论定义上有何不同，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各领域的全球互动已成不争的事实，每
一个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
因此，全球化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公民素质，成为了教育界讨论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的观点
是：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具备世界公民素质。
国内有学者从三个维度阐述了世界公民素质：1）就个体维度而言，要成为和谐世界的完人，包括智
力、伦理、美感、体力、生活、信仰等方面，伦理目标主要是致力于发展人求善的意志，满足人对外
部世界的同情心，点燃人生命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善良火种，通过关心、慈善、团结合作等去温暖自然
、他人和世界，满足人对终极意义的追求，在更高层次上追求人性的价值，培养学生坚强、自信、开
拓的精神。
　　2）就国家维度而言，要培养全球　社会的国民。
西方的文化霸权和后殖民倾向激发许多拥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新的文化民族
主义正在兴起，寻求文化多样性的呼声几乎同全球化的呼声一样响亮。
作为文化传承工具的教育，自然地被各国政府赋予了让国民深刻认识和理解本国历史、传统及文化的
特殊使命。
同时，为了能积极地融入全球社会，政府还期望教育承担起让国民知晓世界乃由各不相同的文化价值
体系组成，学会理解和尊重文化的多样与差异，宽容甚至欣赏异己文化的任务。
这样国民教育就在精神实质上与世界公民教育有了“和”的可能性。
国民素质包括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世界意识与创新精神、权利意识与义务观念、民主意识与法制观
念、生态意识与人道精神、竞争意识与合作精神。
3）就人类维度而言，要培养地球祖国的公民。
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公民是独立的个人通过把自己的部分权利转让给国家，按照社会契约来参与公共生
活，那么地球祖国的公民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通过把部分责任收回给人类，按照地球意识
参与地球疾病的救治。
前者强调的是权利，后者强调的是责任。
地球祖国的公民新道德包括：想到地球，负责任地生活；尊重生命，可持续地发展；反思未来，要有
忧患意识；热爱和平，要有博爱精神。
　　在卷入全球化的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也进入一个纵深的阶段。
由于我国的现代化是沿着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反的“物质层次一制度层　次一思想意识层次”的程序开
始的，它没有西方基督教理性主义文化观念的指导，反而深受讲求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儒
家理性　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
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人缺乏深层的现代化文化心理，造成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举步维艰。
学术界对“现代化”达成的普遍共识就是：器物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都是以人的现代化为先在
条件的。
当今的中国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中最敏感的一部分，其自身特点和在
社会未来发展中的　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现代化状况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因　此’现代化背景下应具备什么样的现代人格，国内外学者都有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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