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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道德生活，不仅需要道德知识、道德理论的扩展和构建，更需要道德的认同与内化。
道德内化是所有道德教育、培养的最高目标，也是道德行为产生的本质基础。
当外在的道德规范成为个人的品德和人格，道德行为才能从依据外在情景的或然性行为转化为具有独
立性的稳定行为。
道德内化的程度则主要依赖于道德心理的形成和道德情感的培育。
道德心理是人们对于道德知识、道德行为以及道德文化的心理反应，其过程主要由道德认知、道德情
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四部分构成。
道德心理的形成对于塑造高尚的道德品质、塑造完满的道德人格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健康的道德心
理机制将有助于道德主体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现体系，培育持久的道德行为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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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人的社会角色是多重性的，人的道德觉悟也是
分层次的。
因此，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是分层有序的。
针对不同角色位置和不同道德水准的人，规定了不同的道德准则，这些道德准则的指向力是层次有别
、范围各异的。
　  一般说来，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社会公德的指向力最具普遍性，其道德约束力的影响对象覆盖着
每一个社会成员。
社会公德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全人类共同道德。
它发源于人类共有的人性和共同的生存和发展序列所要求之最低限度，即为了形成止常的社会生活秩
序，人们所应共同遵守的一些最简单、最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
其约束力指向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子民，反映了一个合格社会的起码标准和一般要求：二是全民公德。
它反映了生活于特定政治、经济、民族区域下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和一般要求的道德规范。
譬如，我同的&ldquo;五爱&rdquo;公德就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实际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向全体
中国公民提出的共同道德要求，目的在于形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序良俗。
　  针对特定生活领域和角色位置的道德规范来说，它们的指向力则相对封闭，仅对特定范围的道德
主体具有约束有效性、规划强令性。
譬如，职业道德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家庭道德指向家庭生活中的社会成员，场合道德针对特
定交往场所的互动各方，时年道德取向于不同年龄段的社会个体。
上述各道德规范通常不能越范围适用。
但这种封闭性是相对的，其限定性是有限度的。
例如，少年老成就论证了不同时年道德规范间的相互可转化性。
所以，我们应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而不应僵化地度量社会生活。
　  此外，我们应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的指向力呢？
从思维逻辑和历史发展的角度上审视，它具有无限普遍性，应成为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精神杠杆和内
在张力系统。
它最大限度地用普遍地凝结着全人类的一般利益的尺度约求人的偏私和冲动，最大可能地要求社会个
体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甚至不惜牺牲自已的生命，从而在最大高度上构造了人的价值模式所以，共
产主义道德规范应当也可以为所有人接受。
并且，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人们的科学文化索质的不断提高，人
们的思想道德觉悟将不断提高，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的约束对象也将由少到多，且趋向无限。
但从现实角度分析，它又最具限定性。
它要求的道德水准最高，所以，在现阶段的社会生活中要求大多数社会成员践履之是不现实的因此，
这种崇高的道德规范只能在全社会提倡和宣传，而由极少数先进分子，特别是共产党员中的领导干部
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这鲜明地宣示了指向力是普遍性和限定性的统一。
　  极有必要在理论上强调的是，道德效力本身是应当执行的影响力，这并不等于说道德规范效力是
被实际执行和实现了的影响力，道德效力和道德实效是两个不同程度的范畴。
道德实效在本质上是&ldquo;实然&rdquo;而不是&ldquo;应然&rdquo;，是指道德效力在社会秩序中的实
际运作效果，即道德规范被事实上接受和实现了。
例如，&ldquo;不得偷盗&rdquo;，该律令就其效力而言，一切人都应当遵照执行，但若有人真的偷盗
了，只说明道德效力落空，没发生道德实效，不能说没有效力。
当然，道德效力和道德实效是密切联系的。
道德效力要最终转化为道德实效才能落到实处，道德实效是道德效力的正常结果；道德效力需要最低
限度的道德实效做保障，若某道德规范在基本上虚置着而收不到实效的情况下，则不可能维系其效力
的存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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