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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教育应回归生活

袁春晖
(盐城工学院社科部，江苏盐城224003)

摘要：欧美学校的德育教育做得“深”、“细”、“实”、“活”，效果显著。这一现象值得我们研究和

借鉴。反思我国德育实效性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学校德育教育脱离了生活，德育教育要

“回归生活”，需要从整合德育教育的课程、转变德育教育的方法、注重校园环境的营造、建立更

加民主的学校管理制度、发挥教师人格魅力、进行个性化辅导等几方面进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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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加拿大短期的学习和访问，我们了解

到欧美大多数学校不仅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公民

课、道德哲学等知识性德育课程，而且也没有那种

通过榜样、学校规则控制学生生活，形成特定道德

品性的活动性德育教育。可以说，现代欧美学校

无德育。但是实际上欧美大多数学校，除了在各

科的学科教学中进行德育教育的渗透以影响学生

的道德发展外，更有通过由学生作为主体参与的

各种校内外活动(学习、生活、闲暇活动与劳动

等)对学生进行教育或使学生从中进行自我教

育，学生们正是在这些日常的活动中，学会社会生

活、获得道德成长的。看起来“无德育”的不少欧

美学校，实际上是无处没有德育的“泛德育”，而

且德育教育做得“深”、“细”、“实”、“活”，效果显

著。这一现象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反思我国德育实效性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就

是学校德育教育脱离了生活，“回归生活”已成为

德育领域的共识之一。我国以往的学校德育教

育，在引导人们追求崇高理想的同时，有意无意地

忽视了学生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这样一来

造成的一个最典型的状态是：学生每天在生活世

界之中，却未体验到生活的丰富和乐趣。如果学

生的学习和受教育违背了生活逻辑，他们就难免

现出疲劳、厌倦以至逆反的状态。要从根本上消

除传统道德教育的积弊，构建有魅力的道德教育，

就必须回归生活。“教育应该着眼于一个人的全

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道。”(梁漱溟语)这

说明作为客观存在的生活本身具有教育功能，平

常的、偶然的、细微的生活琐事张扬着卓越，蕴藏

着博大德性。学校教育需要关心人的生存与发展

状态，关注人的需要与价值，关怀人的现实和理

想。道德与生活是交织渗透在一起的，道德来源

于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并体现在生活世界中，生活

世界中的种种现象和关系都存在道德问题。生活

是德育的起点，也是德育的途径和目的⋯。只有

在日常生活中所唤起的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情感

才能迁移到现实生活中而亲身面对现实道德问

题，才能使学生的道德得到真实性的发展。

德育教育如何回归生活?笔者认为应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整合德育教育课程。两千多年前，古希腊

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在他看来，

智慧就是道德，对道德的认识就会导致对道德的

实践，因此，美德是可以被教会的。二十世纪以

前，西方的德育教育一直保持着传统的风格，在教

育方式上是强制的和灌输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禁

锢了学生的思想，扼杀了学生的感受与体验，窒息

了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0世纪以来，反对传

统的道德灌输并代之以新的道德教育是教育者们

趋于一致的思想，澳大利亚的著名学者W F·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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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尔曾指出，“整个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教育，主要

是同依次传递已建立的知识与道德传统，保守地

顺应新环境，以及使青年准备谋生有关。20世纪

的教育是另有特色的，它并没有完全抛弃它的保

守特性，而是更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和力图打破

已建立的传统。它的任务不仅是保护传统，而且

是对其批判和重建”拉J。起初，杜威提出“新教

育”的主张，强调道德教育应与儿童的经验有关，

单纯地强制性地灌输不仅不能促进反而会限制儿

童的成长。此后虽然杜威的思想屡被批评和改

良，但其主旨是被普遍认可的。近年来，西方德育

界试图努力建立一种无灌输的道德教育。他们追

求的是更为开放和有发展余地的，便于学生在活

动与实验中体验感触的新的德育途径与方法。

现代西方的这种德育模式是建立在他们的价

值观念和理论体系之上的，其认为：道德问题不能

通过单独的课程来解决，道德问题是和整个人生

结合在一起的。西方的哲学认为道德和法律是同

义的；道德是生命的一部分，并不神秘，道德经常

和社会、经济、体育等联系在一起，促进群体快乐

发展，个人和他人和睦相处，生活愉快幸福，这就

是道德。如果单独开设德育课程，强调教师和学

生把德育准则作为理想化的境界来教授和学习，

可能会导致公众、父母对所教内容提出反对。把

德育教育和其它课程结合起来是对教师的保护。

根据我国的国情以及我国的价值观念和理论

体系，我国学校的德育教育还不能取消正规的德

育课程。专门的德育课程教育，能让学生们学会

和知道一些有关道德的知识和道德方面的观念。

在现代学校德育中，根本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将

道德知识的教学与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活动有机

地结合起来。这正如学游泳，必要的理论知识是

前提条件和基础，但是，真正学会游泳最终要通过

亲身的游泳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同理，在学校德

育课程问题上，要采取适当删除、合并、精简等办

法，适量削减学校各种道德课程中不科学的、效果

不好的门类与内容，根据理论与社会实践发展的

规律与需要，研究、探索并逐步建设几门真正意义

上的德育课程。我们要对现有德育类教材、教法

做深入细致的调整和多种形式的试验，减少假大

空的说教和做法，改变德育简单化、表面化的现

象，精选古今中外德育经典，以生动活泼的内容敲

开受教育者的心灵之门，将真善美的信念与道德

伦理思想伴其走完人生之路。
．36·

我很赞成“道德问题不能通过单独的课程来

懈决”这一观念，我们在德育课程以外的其他课

程中，还要贯彻自尊、性取向、身体健康、社会公

正、男女平等、种族、媒体的了解、消费观念、环境

教育等这些议题的教育，进行德育教育的渗透。

西方的德育教育不作为单独学科，和其它学科结

合在一起得到很大的成功。

二、转变德育教育的方法。根据学生发展趋

势的特点来看，学校德育过程更需要注重学生道

德能力的培养。现今学生的主体意识普遍增强，

越来越个性化，顺从意识下降，逆反心理增强，已

不再是“你说我听”的学生。由此可见，不管是从

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角度思考，还是依据知识与

能力关系或是现代学生的特点，共同表明道德教

育的目标不仅是知识传授，更应注重道德情志、道

德能力的培养以提高道德的自觉性。教师必须争

取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有效地实现道德知识向道

德信念、道德能力的顺利转化，导引学生获得知识

生成智慧，即“转识成智”，学生从“有知识的人”

走向“有智慧的人”，德育也从“知识的德育”走向

“智慧的德育”。

德育过程不应该是教师对学生的同化，也不

是学生对教师的服从。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是

帮助者，通过提供帮助和支持，引导学生从原有的

知识经验中建构新的知识经验，使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逐步深入，帮助学生形成思考问题的思路。

在施教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改变传统的“满

堂灌”的教学方式，创造性地对课堂进行精心组

织和设计，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激发和保持学

生学习兴趣和欲望，调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

主动性，提升思维活跃的自觉状态，学生在教学活

动中和教师、书本产生共鸣，形成和谐默契的交互

式教育氛围。一种自由的、融洽的师生关系与教

学方式对学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促使’

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德育内容之间形成一种理解

性的相互交流活动，有利于消除德育过程中学生

认知、情感和人格等阻隔，从而为德育的顺利有效

地进行扫除不利的外在和内在障碍。

三、注重校园环境的营造。学校的建筑设计、

校园规划与教室设置等物质与空间环境方面的布

局，对学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隐性作用。有时候，

学校的建筑本身就象征着历史传统、校园文化与

校园气氛，这一点可以在欧美与中国大学中某些

古老建筑中看到，比如多伦多大学的战争纪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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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11月11日是加拿大的“国殇日”，政府都

要在此举行纪念活动，告诫人们远离战争，提倡和

平。这不可能不对学生产生影响。我国大学中也

不乏这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我们也可把它们

的作用发挥出来。4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学校如同一个

“舞台”，教育、教学这场“戏”就在其中演出，而影

响这场“戏”的效果的因素不光有导演、演员、台

词与动作等，“舞台”本身的设计安排及其特点也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学校教室布置中教

师站在讲台前，学生坐在讲台下，象征了传统教学

中学生的被动地位与知识传播中的权威主义。而

当课堂桌椅被安排成圆圈型，让学生围成一圈坐．

而教师成为其中平等的一员，一些激动人心的现

象和效果可能会因此发生。再就办公室的桌椅布

置而言，不仅反映了学校行政人员与教师的兴趣

爱好、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也对进入其中的学生

发生一定的作用，从而使他们体会到校长与教师

的为人风格及其处理同事关系、师生关系的态度

与方式。在多伦多大学许多教室里都置放一架钢

琴，让学生课间娱乐，不仅能对学生进行音乐熏

陶，而且也暗示学生学会放松，注意劳逸结合。

学校的围墙也会对学生、甚至教师与公众发

生很大的隐性作用。西方的高校都是没有围墙的

大学，这就表明学校是和社会融为一体的。而我

国高校的围墙有意无意地把学校与社会隔开，学

生走出校门时发现围墙内外是两个世界，因而表

现出对社会的不适应。现代学校教育应是开放

的，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要开放。在加拿大学

习期间我们感觉到校园里弥漫着和谐的氛围，除

了人与人之间的礼貌相待、建筑风格的和谐之外，

我们惊奇地发现草坪上到处生活着无忧无虑的小

松鼠。如此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我们产生

了巨大的触动。

四、建立更加民主的学校管理制度。在欧美

许多高校中，学生参与了学校管理以及各项规章

制度的建设，真正体现了学生在学校中的主体地

位。这一方面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学校的

领导与管理体制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大学是

教授治校还是官吏治校?教师与学生对大学管理

的参与程度如何?学生自治的程度如何?在教学

计划、教学过程与教学评价中学生的参与程度如

何?学校内部有什么样的规章制度、纪律守则?

所有这些制度方面的因素都会以隐蔽的方式影响

着学生的思想观点、价值观念、道德品行和行为方

式。我国大学的考评制度中对学生作弊采取比较

严厉的惩罚措施，其本意是为了教育学生，严肃考

场纪律，坚持公正原则。但根据实际情况看，学生

作弊处罚制度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有意义的作用。

原因何在?我们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这些措施

合不合理?有没有作用?这些措施的制定是否经

过学生们的民主参与讨论与同意?还有，从宿舍

生活与上课点名等管理制度与规则等，都需要考

虑究竟是单方面制定处罚制度?还是让学生作为

主体民主地参与讨论制定与执行合适的制度。从

而让学生从他们的选择、行动中吸取教训、承担责

任、学会自律呢?萨特曾指出：既然一切行为都是

自己选择的，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绝对负责。欧

美许多高校有学术自由的传统，学生自由选课制

度不仅没有使大教室的座位日趋空闲，相反使学

生在学习上更富有自觉性、积极性，并锻炼了学生

自主设计、自主学习、自觉检查的习惯、能力与自

我负责的素质。

大学教育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时期。

是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各种能力的形成阶段，我们

应非常珍惜。西方高校里有一做法值得我们仿

效：每年学校的毕业典礼举行得很隆重，邀请毕业

生的家人参加仪式；校长每年花很多时间给每一

位毕业生亲授毕业证书。这体现了学校对每一位

学生的尊重和爱护以及对他们成长的肯定。这是

他们人生道路上一个深深的烙印，一个影响他们

一生的时刻。

五、发挥教师人格魅力。关于教师人格榜样

的作用从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到韩愈的“以身立教”，“师者，传道授．

业解惑也”。以及，“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严师

如父”等等，中国人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很深刻

的。从古到今中国人对教师的要求很高，对教师

非常地尊重，把教师比喻成“蜡烛”、“园丁”等，给

予了很高的评价。国外许多教育家有相同的认

识，乌申斯基曾说过“教师个人的范例，对青年人

心灵”的影响，是“任何教科书、任何道德箴言、任

何惩罚和奖励制度都不能代替的一种教育力

量”。多伦多大学的著名学者克里夫·贝克教授

认为教师应该是良好的生活方式的典范，他提倡

并且他也以身作则地做到：除了在教书、和学生探

讨问题以外，每年用几天的时间和学生一起旅行、

用餐、参加社会活动等，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促进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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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了解，用自己良好的生活方式影响学生，这比

学知识更重要。

纵观古今中外，大凡著名的学者都是人格高

尚的人。只有做好人，才能做好学问，做好事情。

北京大学的孟二冬教授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不

仅仅是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更主要的是他身

上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他几乎拥有了

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所有美德，堪称是“完

人”，成为中国教师的典范。他的精神也深深地

感染着他的学生，学生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六、进行个性化辅导。学生的个性发展有不

同层次的需求。要针对性地进行辅导。首先，进行

交往行为辅导。当代学生中独生子女比例明显提

高，学习、生活节奏加快，人际交往问题越来越突

出，出现了不敢交往、不交往和畸形交往的问题，

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个性发展。为此，

学校德育教育应积极承担起指导学生交往的任

务，培养和锻炼他们的交往能力。另外，以怎样的

方式进行消费，养成怎样的生活习惯，也成为当代

参考文献：

学生的新问题。学校德育教育不应该回避这些问

题。而应该引导学生体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并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辅导的目标是帮助学

生成人‘31。

其次，进行学业辅导。对学生而言，学习既是

其权利，又是其义务，也是其主要活动之一。学校

德育教育应该帮助和引导学生明确其学习目标，

并将之具体化、层次化，甚至帮助学生制定学习的

计划和步骤。努力使学生成材。

再次，进行职业辅导。有些学生不知道自己

将来要做什么，没有目标，没有动力，很茫然。学

校的德育教育应该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职业观，

培养社会责任感，强化公益意识和为他人服务意

识，做合格公民，帮助学生成功。

最后，进行政治辅导。学校的德育教育还应

满足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培养积极的进取心，引

导正确的价值观，塑造良好的人格，促使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帮助学生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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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Education Should Return to Reality

YUAN Chun—hui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iangsu Yancheng 224003，China)

Abstract：Moral education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schools is well conducted．It is practical，flexible，and profund．Chinese

educatom should learn from them．One of the P-AtU螂of the low efficiency of our moral education is that ou墙deviates from rP赳is—

tic life．To return to reality，moral education RP_A地re一町anging curriculum，chan百ng teaching methods，focusing on school en—

vironments，reconstucfin$democratic campus administration，developing educators’personal chlLrm，and doing characteristic

guidance，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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