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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9年我担任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培训老师，在一次普通的课堂讨论中，学员们对于中小学生
品德状况的发言引起了我的关注。
课后我连夜制作了一个简单的问卷，对前来培训的中小学校长、教师以及部分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
。
在236份有效问卷中，认为改革开放20来我们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的有225份，认为国民受教育
水平提高了的有227份，确认国民道德水准提高了的仅仅只有3份。
也就是说有95 9／6以上的人肯定这20年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受教育水平提高了，而道德水平没有提
高，甚至是下降了。
虽然这次调查由于这部分样本的特殊而存在着一个外部效度问题，但结果仍然让人感到震惊。
　　出于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职业敏感，我随后查阅了大量资料，了解到20世纪
中后期全球正在为共同的道德问题所困扰，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和道德危机：青年一代精神迷茫
、信仰动摇、消极颓废、自私冷漠，道德水准每况愈下：犯罪、吸毒、酗酒、暴力、纵欲⋯⋯美国学
者认为美国教育培养了一批“利欲熏心、精神颓废、道德沦丧而又技艺高超的野蛮人”。
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1994年在世界发展首脑会议上警告：“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社会和道德危机。
”　　人们开始认识到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文化对科技的过分张扬、学校教育对智育的过分强调以及
当代占统治地位的科技人才观，是全球道德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就人的生存来说，人对精神生活的渴求和对精神世界发展的向往，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内驱力
。
所以德育作为促进人类自身不断发展的社会工具，不能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充盈与和谐，德育回归
生活世界，既是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合乎人性的要求，也是解决现代人精神困惑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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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内隐学习、内隐记忆研究的最新进展，探讨了个体品德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心理规律，在对
以灌输式为代表的传统德育反思的基础之上，论证了关注个体幸福的德育目的的合理性，提出了德性
养成的心理学思想。
系统梳理了自皮亚杰以来国内外学者有关品德心理的研究，详细介绍当代西方认知、关怀、价值教育
、价值澄清等道德教育的模式。
最后，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统一的原则之下，建构了积极关怀的品德教育模式和品德矫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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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在德育的目标上，一成不变地延续了涂尔干的主张，只重视德育的社会功能，忽视了以人
为本的基本理念。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德育的最大失误恰恰是超越育人这一基本功能，而过分注重其社会功能；不
重视人在德育中的主体地位，时而重视其政治功能，时而又重视其经济功能，惟独不考虑德育的育人
功能，致使本来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和以人为中心的德育过程，显得空泛苍白。
冯建军博士的剖析是：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德育观念中折射出来的是一种适应论或工具论的倾向，即要
根据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生产和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来制定。
反映在这句话中的深层意识是：个人与社会相比是次要的，教育由政治、经济来决定，政治、经济具
有主体的价值，教育和个人只具有工具的价值。
因此我国的教育目的从培养“政治人”到培养“经济人”，直到最近素质教育所强调的“完整的社会
人”，就反映了这一教育观念。
另外他还指出：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强调“礼、义、仁”的社会规范改变人性，也促使德育功能社会本
位的倾向根深蒂固。
②事实已经一再揭示这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德育只是一厢情愿地制定学习规范，不考虑学生的心理
发展水平，不考虑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不考虑学生的社会生活，那么这样的道德教育模式注
定要被抵制。
为了抵制传统道德教育模式中片面的追求德育的社会功能，鲁洁提出了德育的“个体享用性”原则，
这是德育理论研究中的可贵的探索，值得我们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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