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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育忧思》前言
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对中国人民来说具有特殊意义。
在这10年里，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在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下，
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这一时期的首要时代特征，也成为构建时代精神的基本出发点。
这是中华民族走出低谷，走向腾飞的1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所有领域发生
巨大革命性变化的10年。
在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迅速的变化中经受了严峻考验。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教育，在这10年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科教兴国”已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而
对社会变迁中我国教育的研究工作，则成为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科学研究永远应该走在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沿。
在新时期的变革中，我国教育工作者面临着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新情况，社会变化使他们
兴奋，也使他们困惑。
在经济转轨、与先进国家接轨过程中，各种价值观念相互碰撞，迫使教育工作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
。
观念的转变，理念的重新构建，行为方式的调整每天都在发生着。
非如此，他们就不能适应急风暴雨般变化着的时代。
研究这些新情况，摸索学校教育中的新规律和新特点，就成为教育研究者的迫切任务。

从1997年开始，笔者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重点研究项目《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小学生的品德发
展和教育》。
研究工作之初，我们对所要研究的问题并不十分清楚，只是隐约地感觉到探索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和复
杂性。
之所以艰巨，首先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现成的理论作为指导，我们所研究的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变
化中的学校教育过程，而这种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给学校德育工作带来的挑战远远大于对智育工作的
挑战。
我们学校的德育工作几乎是处于社会政治、思想、法律、哲学、伦理、心理、宣传、媒介等上层建筑
各领域变化的焦点上，其复杂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我国教育研究工作者多年来一直没有突破一个窠臼，就是对这种具有广泛社会
背景、对所考察问题不十分清楚的课题究竟采用什么方法最有效。
幸好，笔者于1996年8月参加了由国际心理学会和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组织的一个“定性研究方法高级
讲习班”，并从这个讲习班获益非浅。

大约从80年代起，国际上各个学科，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卫生学、医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种志
学（或称民族学）及一些相关的跨界学科，如文化人类学、心理语言学、认知人类学、健康教育学等
学者开始意识到，唯有采用生态效度更高的定性研究方法，才能更有效地发现人类认识、行为的规律
，也才有助于把所获得的研究成果从较小的样本向更大的群体推广。
因此，最早由一些社会学家、人种志学家创立的各种定性研究方法，如参与观察、现场研究、无结构
和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各种定性研究技术，也随着研究设备的发展（特别是
录像设备的运用）越来越得到发展，如对观察资料、录像资料和文本资料的编码技术的发展，使得原
本很难进行系统分析的资料，也能得到量化处理。
而定性研究的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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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过去出版的教育学、心理学研究方法教科书中，定性研究被认为是“质的研究”，是一种分析
性、描述性的研究，而定量研究则是“数量化的研究”。
现在，国际上各学科的学者们已经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定性研究并不是只进行非量化的研究，它照样
可以得到数量化的资料。

那么，究竟什么是定性研究呢？
现在国际上很多学者认为有以下三个标准：首先，定性研究是站在被研究的人们的角度，描述和分析
人和人类群体的文化和行为；第二，定性研究强调对所研究的社会背景作出全面的、整体的理解；第
三，定性研究的研究方法是灵活而可重复的①。

怎么理解定性研究的这个概念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从被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来描述和分析人们的认
识、行为、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等。
这一条是完全符合唯物主义的。
也就是说，教育研究者在没有获得确实的证据之前，绝不能先入为主，绝不能从主观想象、推测、臆
断出发，而必须深入到被研究的人群中间去，看他们怎样做，听他们怎样说，对他们的说法、作法加
以描述和分析，找出规律。

相形之下，定量研究就不同了。
定量研究一定要在获得了确切的规律性东西之后，在理论指导下，通过编制量表、问卷和实验程序等
，要么对某个人群进行测查，从样本向总体推论；要么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干预，把经过实验证实的有
效干预措施向更大的范围推论。
也就是说，定量研究是从研究者出发的，而之所以能够从研究者的“主观”出发，就是因为研究者在
此之前已经完成了对所研究人群的了解工作，曾经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研究过他们，知道了人们所表现
出来的各种心理规律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教育的任何研究，都必须从定性研究开始，特别是当我们对问题不十分清楚时
，就更是如此。

为此，我们采用了定性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访谈法作为我们第一步工作的基本方法，目的是获得关
于所研究问题的效度较高的、深层的资料。
这种方法看似简单－只要设计好问题，选好研究对象，去谈话、录音、转写就行了。
但是实际上，问题远远没有这样简单。
我们在1997～1998年对500多名教育工作者和中小学生的访谈结束后，获得的录音转写材料多达近百万
字，要对这些资料采用新的编码技术进行量化处理，其工作量和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可以说，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对这样大规模的课题进行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

第三，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课题组成员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最初，我们凭借经验和日常观察提出了研究假设，但随着资料的获取，我们发现原来的假设不能得到
验证，也就是说，我们原来的观念是不符合现在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实际的。
取得资料、处理资料、正确描述资料的过程，也正是我们产生新思想、新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
艰苦，但是却令人兴奋，特别是当我们把这些发现和我们的新观念拿到实际中去，不断受到广大教师
和学生的欢迎和认可的时候，我们就更感到鼓舞。
理论可以用来指导实践，这永远是研究工作者的追求。

本书是从实践中来的，我们也希望它再回到实践中去，帮助广大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解决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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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把德育的新理论、新思想、新观念与当前最热门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是本书的突出特色。

在此，我要感谢我们课题组的所有成员。
最初的访谈调查工作，只是由岑国桢、王新荣、王庆芝、郝春东和我本人完成的，以后课题组人员逐
渐增多，目前已经是包括全国各地20多所实验学校、400多名参与者的庞大课题组了。
其中，参与本书资料收集工作的人员有：岑国桢、王新荣、王庆芝、郝春东、杜慧琦、江修文、姜尔
诚、朱炜、张建卫、王秋虎、陈姬、尚悦、陈蕾、单杰、唐薇、刘燕妮，陈萍、徐扣官、李万华、张
自福、张春玲等。
对接受并协助我们进行访谈的北京、上海、河南、黑龙江、江苏、山东等省市50多所学校500多名师生
，也表示特别的感谢。

陈会昌
1999年3月
--------------------------------------------
① Hudelson Patricia M.,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Health Programmes, Division of Mental Health,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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