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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归与重构：当代美国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变革》实际上是此前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20世纪教育回顾与前瞻”丛书的续篇。
“20世纪教育回顾与前瞻”丛书出版于1995年，主要叙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西方主要
国家的教育在若干方面发展的进程。
目前读者看到的“转型期西方教育理论与实践”这套丛书，主要叙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主要
国家教育理论和实践若干主要方面的进程。
　　关于“转型期”这个概念，可谓意见纷纭，但在这里，主要是从时间的意义上使用的。
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确是一个“转折”的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各个方面都或隐或显地出
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故此，我们把这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时代，称之为转型期。
具体来说，本丛书的“转型期”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大约30年左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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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此同时，宗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也正处于日暮途穷的境况。
从美国社会传统来说，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和犹太教的教会一向承担着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任，而
且人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把个人德性修养的任务归于家庭教育或宗教教育。
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缺乏规范和自我克制能力的下降，个人的责任感、义务感以及宗教信仰都处于衰
退之中，公民的社会环境日趋恶化。
离开了社会、宗教和家庭的道德氛围，没有了家庭和教会的协作与配合，学校对于孩子道德成长的影
响力正在变得十分微弱。
美国教育中与价值相关的教育计划在许多方面既不完整，也缺乏系统性。
尽管许多教师在这方面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但是，一想到价值相对主义的社会大环境，以及个人在
意识上尚不熟悉明确的较高水平的学术标准，教师就可能变得很沮丧。
　　另外，高等院校或学术机构对于价值争论缺乏系统而明确的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当前
社会道德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们总是希望为获得好的生活而学习、应用道德规范，而目前，在道德争论的政治性方面和个人道德
判断方面的两极分化现象令人不安。
尖锐的道德争论反映了一个普遍的想法，即现代社会不存在确保道德认同的理性措施。
在道德争论的清晰度方面，理性的瓦解导致非理性方法正在取而代之。
抗议已经成为当代道德教育的特征，愤怒是最突出的道德情感。
然而，抗议仅仅是一种反应，愤怒不能证明任何事情。
　　总之，目前美国社会的价值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这与新一代人面临道德规则的转型有关。
以往，通过人类文化的传承，人们已经建立起具有功能作用标志的道德系统，而当教育在保持道德系
统的效用与一致性方面的功能弱化的时候，新的一代可能会把道德看做一种权威独断。
他们会将这些规则视为自由的敌人，而且拒绝接受来自长辈的规范指导。
另一方面的价值危机来自道德概念本身。
当代人们在作出道德判断方面失去了信心，道德最终被看做主观偏爱的表现或官僚政治力量的命令。
至此，道德危机已经演变成道德判断方式的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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