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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开始步入一个转型时代。
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环境与价值观念的改变，使儿童青少年的成长与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和问题。
如何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建构更适宜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模式成为一个迫切的课题。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2000年，教育部招标确立了关于转型期道德教育问题研究的三大项目：“社会转
型时期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儿童青少年品德心理发展与道德教育心理学研究”
和“当代学校道德教育模式建构的研究”，这三大项目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
德育模式项目是对前两方面研究任务的回应，既将德育基本理论与德育心理学理论转化为教育实践，
促进学校德育实践的变革；同时在实践中探索新的德育模式理论。
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表现为一种智慧的实践。
与其他两个项目不同，德育模式研究旨在提升学校德育实践的理论品性与道德品性，改变学校德育的
行动气质，它以行动的创造为主要目的，同时进行模式理论探讨。
从这一意义上说，德育模式研究具有其他研究形态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德育模式研究因其
综合性，也显示出它的创生性。
“当代学校道德教育模式建构的研究”于2000年11月正式立项（项目批准号2000ZI）XM880009）。
这三大项目均由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承担研究任务，本书即是“当代学校道德教育模式建构
的研究”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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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五章。
第一章，近30年德育发展趋势与德育模式研究。
本章从近30年来社会发展的全球化与信息化给青少年发展带来的新影响出发。
分析了德育的人性化、学习化与生活化这三大新趋势，井指出在这一新的趋势背景下，德育模式的理
论与实践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问题。
研究指出当下我国德育模式值得重视的一些新特点是：德育模式研究从译介西方德育模式转向研究我
国自己的德育模式，德育模式研究成了教育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德育模式被定位为一种行动理论；
德育模式研究与学校德育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实践叙事为主的德育模式研究方法特色。
不过我国德育模式研究还有待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作进一步研究：一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指导的自觉
性、适洽性；二是需要从多学科视角拓宽研究的思路；三是还需要进一步作整体一融合性的研究。
    第二章，德育模式研究的历史探寻与理论发展。
本章从德育模式的释义探源出发，指出模式研究是一种古老的研究，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
背景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因而，重要的不是去分辨哪些研究是模式，而是既要探究不同时期德育模式本身的内容，也要探究它
所揭示的思考方式（ways of thinking）或研究的形态（pattems for re。
earch）、研究架构。
本章在对德育模式及其研究的历史性探究中指出，西方德育模式研究经历了叙事性言说、经验直观、
神性内省、智性思辨、实证性与结构性探究几个重要的阶段：而我国德育模式研究则经历了译介性研
究、本土化建构与模式反思几个阶段。
    第三章，德育模式的哲学探索与建构策略。
本章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对德育模式的理论性质、模式研究的实践创造性、模式研究的方法与策略进
行了探究。
研究指出德育模式是一种新的以买践叙事为主体的理论方式。
它有助于构筑德育实践的理论范式，表达德育实践的理论精神。
而模式研究的实践创造性表现于它能提供德育的理论假设，促进德育知识的结构化，并形成完整的德
育操作体系。
德育建构的方法与策略主要有：提炼鲜明独特的价值概念，建立结构性的操作系统以及形成德育经验
的普遍形式。
德育模式的建构有几个基本的理论要素，即：结构的不可缺少性，教育内容的包容性，原理与操作的
统一性。
    第四章，德育模式与学校德育文化。
本章从德育模式与学校文化的关系出发，指出德育模式建构与学校文化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理想的德
育就是要创造学生精神成长的道德环境和校园文化。
德育模式在中小学校德育工作中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小学德育工作的进展，而且改变
了学校德育工作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性格。
这种改变显现于德育模式建构中新的学校德育价值确立、更具陶冶性的学校德育文化形成；以及教师
持续的道德成长之中。
这些现象说明德育模式既不是简单的规则系统，也不是校园行动的刻板程式，它是德育价值的一种实
现方式和操作过程。
    第五章，新时期学校德育模式的实践探索。
本章从若干德育模式研究的新进展以及普通中小学德育实践探索中的德育模式类型的归纳和分析角度
，对我国新时期德育模式的实践探索作了梳理。
关于德育模式的新进展主要表现为人们对网络德育模式、学会关心德育模式、审美化德育模式的关注
与研究，这是新时代与新理论给德育模式研究带来的新视角。
新时期我国中小学在实践中探索的德育模式，从其建构的出发点来分主要有三大类：特色文化德育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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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观念性德育模式，行动性德育模式。
这三大类又可根据其关注目标的不同概括为自主育德模式、情感陶冶模式、共生性人格培育模式、民
主对话模式、人际关系类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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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形成了以实践叙事为主的德育模式研究特色　　在研究的方法论方面，我们进行了一些新的
突破性的尝试。
例如：我们运用了人类学的田野法，探讨乡村生活德育模式；运用复杂性思维方法分析教育系统，提
出了复杂教育系统的一般德育模式。
但我们主要采用的是以实践叙事为主的研究方法。
所谓实践叙事，是指研究遵循实践的逻辑，而不是理论的逻辑。
这种研究方法没有严格的先在性的学术逻辑，从模式的构造过程上看，它的最大特点是研究过程的生
成性和未定性。
在研究过程中，理论工作者可以进行某种理论上的预想，例如，制订一定的研究方案，但这种预想不
具有决定性，更重要的是依靠实践的想象和验证，因此，我们的研究是过程性的，方法是在过程中创
生的。
实践叙事的研究强调平等的研究者身份，中小学老师教育研究的权利得到尊重，理论工作者放弃指导
者的身份。
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都是平等的研究者，他们的关系不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是两种研究群
体的结合和交流，理论研究者尤其重视实践研究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尊重第一线老师的创造性，发现他们研究中的新经验”，是我们研究的基本原则。
在研究过程中，理论研究者要不断到试点学校去调研、去学习，和学校老师共同研讨、相互学习、共
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修改研究的方案和思路，我们把这种研究方式视为“实践叙事的研究”。
　　这种研究方式与西方原生的德育模式研究相比较，在学理上具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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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反思学校德育现状，引领学校德育科研，走进学生心灵世界，关注学生道德困惑，引导学生道德
生活，提升学生道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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