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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人类注定要跨出前所未有的步履，注定要面临更多的挑战。
人类应继承并生成什么样的道德观，对人类能否走好未来的路、能否较好地应对挑战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在继承和建构新的道德观的过程中，道德教育能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任，
也清醒地知道自己力量的有限。
我们希望社会各界、各个学科领域都能意识到道德教育的重要，都能参与道德教育研究。
基于此，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学会德育论专业委员会决定从2006年开始编辑出版
《道德教育评论》，为道德教育学者和热心于道德教育的其他专业的学者搭建跨学科交流与对话的平
台，以更集中地反映道德教育研究的进展和成果。
　　本集刊的学术理念是：把握时代精神，研究当代道德教育问题；植根本土文化，探寻未来中国道
德教育路向；回归生活世界，创建生活德育理论体系；培育道德人格，提升社会伦理道德精神。
　　一个学术领域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化，需要有自己的学术规范和话语系统。
但过度的学科壁垒也会窒息思想。
作为跨学科的交流论坛，本集刊既接受理论研究论文，也欢迎叙事的、描述的、访问的等“另类”研
究成果形式，更欢迎针对现实的各种研究报告。
一句话，我们真正关注的是思想内容本身，而不是表现思想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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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美学特征的探寻调查报告不同地区中小学生生活交往的实证研究--从江苏北部与南部地区比较的角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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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关于生命和生活意义的追问方式，即把意义当作生活之外可以找到的某种存在物，已经被人
类精神和社会发展史证明不是好的提问方式。
艾温·辛格主张换一种提问方式：“我们不再追问那生命的意义，似乎它是某种预先存在的事物。
⋯⋯不管我们是否相信有没有一个先验的意义系统组建了现实，我们都必须追问一些不同类型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是如何创造意义的?”②在新的提问方式下，艾温·辛格给出的答案是，意义首先源于对
生命的惊奇：“我们对生命的惊奇感，伴随着愉悦，不限于偶然的奇遇或辉煌的事件。
相反，仅仅活着，仅仅在我们能够从中体会到我们的生命存在的当下即刻，我们就能感到一种欢乐和
陶醉。
”⑨按照艾温·辛格的观点，这种惊奇感虽然不是在人的意识的任何时刻都可以出现，对有些人来说
还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但这种惊奇感还是提示了一条通往意义的道路：“如果我们在真实存在的
某个事物上面直觉到一种惊奇，那么我们就会感觉到那种把我们和这个特定的实体联系起来的重要性
。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生命感到惊奇，我们就会感觉到生命的重要性，感觉到生命的可贵，就有保
护生命，使之通过生活得到充实与完善的意愿，意义的创造由此展开。
　　对生命的惊奇只是意义创造的“初始阶段”。
对生命的珍视态度产生了进一步的意义创造：满足自己需要和愿望的不懈努力。
满足感“总是来自我们的行为本身，而我们的行为又总是经过精心策划⋯⋯有意义的人生由这种有目
标的行为构成”⑨。
不同的人，其需要和愿望不同，行为目标也就不同，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也就不同。
所以艾温·辛格认为意义的创造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需要一个中介：理想。
这就回到了上文提到的理想或可能生活问题。
人的需要和愿望是多种多样的，“但人总是从中选择一种最具有价值意义的，作为他的理想”，而理
想赋予生存以意义，“人的生存意义只能寓于为实现理想的自主、自觉努力之中。
确立和追求理想的过程也是人的生活意义化的过程”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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