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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是人类社会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
人是社会动物，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
数百万年来，人的活动领域日益扩大，活动内容日益复杂多样，分工日益细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
系也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正是这样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调节这些关系的行为规范，这就是道德
。
道德的存在，保证了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行。
道德本身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道德支撑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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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延斌，江苏丰县人。
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
现为江苏师范大学（原徐州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
生导师。
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宣部政研所特约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
理事等。
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光明日报》、《道德与文明》等报刊上发表论文160余篇；出版《
雕塑明天的品质：跨世纪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建构》、《中国家训史》等专著6部（含合著），主编、
编著的书12部。
专著、论文获全国及省、市奖励10多项。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2项，教育部、中宣部、江苏省社科项目等1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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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华民族21世纪上半叶的两大任务与未成年公民道德品质塑造一 中华民族本世纪上半叶的两大
历史任务二 历史重任与新一代公民的品德塑造（一）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为完成两大历史重任提供精神
动力和道义支持（二）新一代公民的道德素质直接关系到两大历史任务的实现三 培养和提升未成年公
民思想道德素质是党和政府的一贯战略方针四 当前未成年公民道德素质现状的分析与思考（一）未成
年公民群体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二）当前我国未成年公民道德现状样本：徐州市调查与
统计数据（三）当前我国未成年公民道德现状之二：全国相关调查与统计数据五 几点简要结论第二章
未成年公民基本道德素质养成的立论基础一 道德接受与道德内化理论二 道德品质结构理论三 道德发
生认知理论四 道德行为作用理论第三章 未成年公民基本道德素质养成的内容和指标一 建构“两纲八
目”未成年公民道德养成德目规范体系的依据（一）古为今用，承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二）面向现
实，立足公民最基本品德要求（三）为我所用，融合人类道德文明（四）言约义丰，易为未成年人所
记循二 “两纲八目”规范体系的二级德目及其概括提炼（一）“两纲八目”规范体系的二级德目（二
）概括提炼二级德目具体养成指标的基本原则三 “两纲八目”德目规范体系的结构与内涵阐释（一）
忠、孝“两纲”（二）仁、义、礼、勤、俭、信、和、耻“八目”四 未成年公民各阶段基本道德素质
养成的具体德目指标体系（一）婴幼儿（0-3岁）阶段基本道德素质养成的德目指标（二）幼儿园
（3-6岁）阶段基本道德素质养成的德目指标（三）小学阶段基本道德素质养成的德目指标（四）初中
阶段基本道德素质养成的德目指标（五）高中阶段基本道德素质养成的德目指标第四章 未成年公民道
德养成的基本规律和遵循的基本原则一 未成年公民道德养成的基本规律（一）主客体互动律（二）诸
阶段递升律（三）导引与规范的契合律（四）个体养成和群体养成的渗透律（五）他律和自律的并进
律（六）渐进与突变的交替律二 未成年公民道德养成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一）小处小事入手原则（
二）可操作原则（三）以身立教原则（四）蒙以养正原则⋯⋯第五章 未成年公民道德养成的途径与可
操作方法第六章 未成年公民道德养成的作用机制第七章 未成年公民道德养成优良环境的营造第八章 
未成年公民道德品质测评的具体操作方法附录《未成年公民基本道德素质养成训练活动方案设计》（
部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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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说道德品质结构中的知、情、意、信是作为道德个体的意识要素而存在的话，那么道德行为
则是人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所采取的有道德评价意义的行为。
道德行为是道德品质的外在表现，道德品质只有通过道德行为才能表现出来，所以道德行为是衡量一
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志，也是观察其道德品质心理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
有了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道德信念，还必须把它们转化为实际行动，并在经常的锻炼和
修养中形成道德行为习惯。
只有这样，道德认知和道德意志才能得到巩固，凝结为道德品质，在行为整体中表现出稳定的特征和
一贯的倾向。
　　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内在的心理运动轨迹。
道德品质的养成，是以内化社会道德准则、规范为开端，以外化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行为为结束。
五种道德要素在道德品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
道德认知对道德品质的形成发挥着内化的作用。
个体道德品质的发展是通过学习社会道德知识、参与对社会道德事件的评价、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矛
盾关系的判断、探讨以及对他人和自己行为结果的反思等道德过程，逐步将社会道德内化为个体道德
而实现的。
道德情感的体验则深化了道德品质的发展过程。
认识不等于行为，假如没有与道德认知和评价相伴随的真实的道德情感体验，则会产生知行脱节。
只有当受教育者的道德认知与其相应的情感体验发生共鸣时，才能对这种认识坚信不疑，进而付诸行
动。
道德意志维持着道德品质的稳定发展。
道德意志是促进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的“杠杆”，它维持着道德品质的不间断的、稳定持续的发
展。
道德行为对道德品质过程起着外化作用，它是个体道德品质的外在表现和形成标志。
仅仅具有道德认知、需要和动机，并不意味着具备了道德品质，只有当个体将认识外化为行动，而且
显现出某种稳固的行为倾向时，才能确认某人已形成了某种道德品质。
　　综上所述，我们依次分析了道德品质结构中五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道德素质养成所
产生的整合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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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播种一种思想，你收获一种行为；　　播种一种行为，你收获一种习惯；　　播种一种习惯，你
收获一种品格；　　播种一种品格，你收获一种命运。
　　——[英]查尔斯·里德　　　　只有培养高品质的儿童，才会有高品质的公民；有高品质的公民
，才有高品质的社会与国家。
　　——[法]让·雅各·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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