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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论域下高校德育课程改革研究》通过对德育课程的知识基础（即道德知识）的清理发现，
道德知识存在不同的类型，包括理论性的、规范性的和实践性的道德知识，它们分别代表了人对道德
诉求的基本知性方面，其揭示的是道德之为什么、是什么及怎么办。
同时，各类型知识的特性相去甚远，分别代表了道德精神之知、道德规范之知、道德实践之知。
针对不同类型的道德教育知识类型，需要运用不同的教育方式。
然而，通过对当前高校德育课程知识基础的现状调查与反思，作者发现，由于对道德教育知识认识不
清，导致现实中教育指导的错位与不力。
因此，通过清理与规整道德教育知识，是为了奠定道德教育的知识基础，建构道德教育的知识论，并
以此为基础形成道德教育的课程知识观与方法论，尤其是在对普遍性道德教育知识批判的基础上，充
分论证个体性道德教育知识（即实践性道德知识）的合法性并确立其教学知识论立场，及其教学方法
体系。
《知识论域下高校德育课程改革研究》的努力与探索对于现实高校德育在课程知识观及方法论上提供
了思考的基点与批判的靶子，同时也积极作用于高校德育课程教学论的建设与现实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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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达，四川达州市人，乐山J师范学院教育学副教授、西南大学教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现代教
育研究与开发中心博士后、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主要从事学校德育原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青年项目、教
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等省部级、省厅级项目10余项，获
得省厅级科研奖励一等奖、三等奖各一项，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中国教育报》（
教育科学版）等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6部、主编教材2部，有多篇学术
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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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时至今日，全球化的步伐在不断加速。
尽管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全球化的认识尚有不少争议，但不可忽视的是，我们事实上已经受到了来自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影响。
更进一步地说，我们已经身处在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之中。
而每一种文化因其地域与民族特征的差异性所代表的都是自成一体的、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观念
。
事实上，全球化不是消灭这种差异性，而应是支持不同民族的文化多元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德
价值观上的特殊性。
“实际上，全球化在推动了统一性增强的同时，也为更多的参与主体提供了发言的机会和展示自己特
点的条件，使它们有可能根据其他参与者的情况来确定自己的身份。
另一方面，统一性也会强化参与主体的自我认同意识。
”①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现在面临着多重选择：第一，如何在世界文化充分交融的过程中保持
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独特性，加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化力”，以传统道德为中轴，增强世界范
围内华人的民族认同感。
第二，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道德传统关系问题。
对于此问题，在改革纲要中提出的国家、地方、学校的三级课程管理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地域
的差异性，但其重心主要集中在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上，而对于如何考虑因文化差异
而带来的道德传统上的不同特点则考虑不足。
如在课程管理部分，强调“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
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新课程标准中没有强调对青少年国际化意识的培养。
第三，我们不得不慎重考虑学校德育课程建设中“德目”的选择问题。
为了将纲要中所提出的爱国主义、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具体化，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并挖掘出真正属于
中华民族的独特的文化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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