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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教学用书，书中具体包括了：中西方道德教育的传统与比
较、中外经典教育家的德育思想、苏霍姆林斯基的道德教育思想、台湾高校德育面临的挑战和选择、
香港学校公民教育的特点等内容。
 　　本书的框架，主要基于以下思路：前三章是比较德育研究的问题与前提研究，主要聚焦在比较德
育具有相对普遍性、前提性、基础性问题的研究，重点讨论比较德育的一些基本概念、历史文化传统
和部分经典教育家的德育思想，具体内容为：第1章：比较德育研究的基本问题（李萍）；第2章：中
西方德育的传统与比较（李萍）；第3章：中外经典教育家的德育思想（王学凤）。
后八章为比较德育的国别（地区）研究。
这一部分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个维度，选择了以儒学文化圈为共同背景的三个国家（地区）
台湾、香港、新加坡为比较组别；选择了以经济发达为共同背景的，三个不同传统的国家：日本、美
国、英国为比较组别；选择了社会主义苏联及演变后的俄罗斯为比较组别。
各章力图发现各国（地区）德育与文化、经济、政治的内在关系，以探寻德育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具
体内容为：第4章：台湾德育（李萍）；第5章：香港学校公民教育（孟庆顺）；第6章：新加坡学校德
育（王学风）；第7章：日本德育（王丽荣）；第8章：美国德育（朱美华）；第9章：英国德育（林滨
）；第10章：苏联学校德育（谭毅）；第11章：俄罗斯学校德育（薛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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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2新加坡学校德育的现状　　新加坡被称为“没有警察”的国家，其良好的社会风气及较低的犯
罪率在世界上是有目共睹的，这与新加坡中小学道德教育是分不开的。
独立之初的新加坡，在教育立国的口号下，把德育这一目标放在了教育的首位，并针对多元民族、多
元文化的特点及实际，将学校的道德教育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生存紧密相连，在中小学德育目标中
明确提出中小学是要培养学生成为有国家意识、有社会责任感和有正确价值观念的良好有用的公民。
在中小学德育内容上，所有小学道德教育内容的德目相同，但具体的内容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有所不
同，并以各自的母语进行教学；中学则学习统一的道德教育，用英语进行教学。
在德育内容上注重教材的时代改革，并且将民族精神与时代特点有机结合起来。
在德育方法与途径上，结合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这一国情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引进与创新
独具特色的方法，并采取多种多样的学校德育途径。
　　6.2.1多层次的学校德育目标　　新加坡学校道德教育的目标，是要造就良好的、起作用的和忠诚
老实的公民，使年轻一代在个人行为品质、社会责任意识和忠于国家等方面得到良好的发展。
新加坡中小学实施道德教育的宗旨是，培养身心健康的个人，使他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良好的人际
关系，同时能对社会作出贡献。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道德教育从知识、技能及态度三方面着手，在知识方面使学生了解做出正确决定
前要注意的道德准则；在技能方面，当面临困难时学生要掌握应付、处理的技能；在态度方面，通过
灌输各种道德价值观，使学生具有良好的行为，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现在新加坡已根据上述宗旨开发了七个主体目标：培养坚强的个性；发挥个人潜能；培育和谐的人际
关系；珍视家庭生活；发展社会协作精神；尊重文化和宗教；形成建设祖国的责任感。
如新加坡中小学开设《公民与道德》课的宗旨是培养具有以下素质的好公民：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维护组成社会的家庭；提倡种族和宗教间的宽宏大量和相互体谅；协商解决问题。
其目标包括四个方面：向学生灌输适合新加坡国情的东方道德价值观；训练学生的道德判别能力；教
导学生处世待人须为他人设想的道理；使学生明白身为年轻公民的责任。
　　新加坡多元文化这一国情决定其学校德育目标的鲜明的层次性：第一层次的目标，是对自己民族
及文化传统的认同。
这是最基本的层次，也是新加坡学校德育培养目标的出发点。
它要求移民及其后裔，不仅认同自己所属的民族和文化传统，而且以宽宏大量之心看待同处这片国土
上的他族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
这种对民族及文化传统的认识，并不是强调各民族、各文化之间的差异及由此而导致的优劣，而是强
调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共处，应建立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之上。
第二层次的目标，树立亚洲人的观念。
这是为了在引进西方技术中保持独立性，不致使新加坡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
第三层次的目标，培养认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新加坡人”，这是最高的层次，是以前两个
层次为基础的。
为达到这一最终目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前述两个层次的目标都只是手段与方法，而第三层次的
目标才是真正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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