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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德育原理》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规划教材的立项申请获得批准，原因大概既有评审专家们对于本人长期专业努力的真诚肯定，也有
大家对于优质《德育原理》教材的由衷期待，我想更重要的还是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正是因为这些压力，我终于下决心改变做“主编”的初衷为“独立著作者”的角色。
累了很多，但是更心安理得。
因为这样一来这本教材在思想的自由表达、编写意图的具体落实、逻辑与风格的内在统一等方面就不
太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教育的“专业化”是最近几年强调较多的一个词汇。
我个人认为在教育专业化方面问题最多、最大、最迫切的是德育。
如何将现在已有的德育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教育生产力，以克服德育的“粗放经营”局面是所有德
育工作者的责任。
希望这本教材是这一重要努力的一部分。
故本书服务的专业范围不仅是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狭义的“教育专业”
的需要，而且（更主要的是）包括所有教师的职前教育、入职教育和教师的继续教育中有关德育专业
能力提高的项目需求。
增进广大教育工作者对于德育的专业性认识水平、提高学校德育实践的实际效能是这本教材的最高宗
旨。
    在坚持专业性、基础性的基础上，本教材的突出追求是尊重学习主体的主体性。
这一点，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每一章后都附有“本章学习小结”、“习题”、“本章参考文献
”和“本章推荐阅读文献”，目的都是提供初步线索，鼓励进一步阅读，希望学习者能够通过广泛阅
读与深入思考巩固自己的学习成果。
此外，本教材在德育观念的变革、德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也有明确的追求。
主要标志是加大了国外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德育思想流派和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的力度，同时更多
考虑了理论学习的实际意义，强化了德育实践或操作层面知识韵比重。
    教材的写作实际上是对作者专业和文化涵养的全面挑战。
本书一定存在许多作者本人尚未发现或已经发现但当前尚无力克服的缺憾。
因此最后我想重复一下我在《学校道德教育原理》（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003年版）一书中曾经表
述过的一个想法——本书作者的最大愿望是：通过本书为读者创设有关学校德育方面深入思考的独特
空间，而不是仅仅提供某种千古不变的金科玉律。
本书的观点、材料等等都仅仅是读者的工具、出发点，而不是绝对真理和思维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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