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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德育实行的是“德目主义”的模式, 西方国家主要是实行全面主义的德育模式。在经

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文化全球化趋势增强, 德育问题也更趋复杂,又发展了混合德育模式。从德目主义

到全面主义再到混合德育模式的发展过程,在扬弃这三种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目前我国学校德育方

法创新的一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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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中小学德育大纲》、《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的基本内容的编制, 以及贯穿其中的

生命教育、成功教育、环境教育、公民教育和死亡

教育等教育理念, 无不反映我们德育实行的是一

条“德目主义”路线。在过去环境相对封闭,社会

更新相对缓慢, 人们的自主性相对淡漠的时代,

德目主义模式在提高人们的道德规范与道德判

断能力方面起着导向作用, 对于过去中国人民的

道德素质的提升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信息化

的社会,全球化时代下,人们的主体性增强,选择

性增多, 德目主义模式的“德目”, 比如公正、勇

敢、正义、智慧等或多或少受到人们的质疑与挑

战。

一、德目主义与全面主义

通观世界各国德育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德

目主义,二是全面主义。此外,伴随着信息化社会

的到来, 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德育模式,即融合以

上两种模式的混合德育模式。

德目主义　在《教育大辞书·德育》一书写

道,“德目”也,明示了德育之目的者, 为德目。德

目是将一定社会德育的基本目的以直接的方式

呈现出来的各种具体的目标。柯尔伯格把它称为

“美德袋”。“德目主义”是学校按照法定的或自定

的“德目”给学生逐一讲解与训练。如何选择德育

的“德目”主要是关注社会需要教给学生什么,学

生是被动的“德目”接受者,更多具有强制性与针

对性的特点。要准确把握德目主义首先要澄清德

目与德目主义的关系。从古代的“三纲”、“五常”、

民国时期的十二条“青年守则”到现行“德育大

纲”,都属精心筛选出来的德目。德育在我国作为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他的模式可以通

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分析看出来。我国的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比较完善, 有专门的教材,专门

的教师队伍。显然,我国德育模式主要还是继承

了“德目主义”模式的传统,对于这一模式的价值

褒贬不一。因此,全面地客观地剖析德目主义的

实质,对其扬弃分析于德育的发展是有必要的。

我国政教合一的传统,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

治化,伦理与政治的强大依附性对德育模式产生

深刻的烙印, 受到这种历史惯性的影响, 至今我

国德育模式仍然走德目主义路线。德目实质上是

一定历史时期内统治阶级的道德要求在现实教

育活动中的具体化。德目本身是一个时代性、社

会性和历史性的范畴,有些被时代淘汰, 有些经

过历史的锤炼沉淀为一定的习俗与文化,塑造着

一个民族的“形”与“魂”。譬如,诚实、正义等。德

目主义模式具体可阐述为:德育的目标和德育指

向的道德品质为基本内容,并以条目的形式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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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德育教材中,开设独立的德育课程和有专职德

育教师传授给学生, 使其理解、掌握和熟记以达

到内化为学生的道德品质。“德目主义”模式的正

面性反映在有相对独立性、正规性、继承性、阶段

性、层次性、系统性、主导性、灌输性的特点。但其

也有局限性: 以教师主导的单向教育易使学生产

生依赖和被动, 窒息其创造性的发挥;以灌输方

法讲授抽象的道德条目使德育蒙上了形式主义、

教条主义色彩, 泛化德育效果; 从德目具有超时

空、超社会的稳定性出发,忽视道德概念的时代

局限性, 故脱离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实际需

要,也就使德育内容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德育途

径多以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灌输方法, 易流于

教条化倾向。在复杂多变的现代信息化社会里,

人们越来越自主, 社会越来越趋于民主, 道德的

需求与选择的自主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对于暴

露出古色斑驳的凄惨模样的德目也必须加以更

新与改造适应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正如

苏格拉底式的斟酌, 若不经过熔炉重新铸造,就

不会有新的伦理规范而复苏。

全面主义　全面主义模式的特征主要强调

个人道德的相对性、教育途径和方式的间接性和

实践性,以及教育对象的自主性和教育环境的全

面性。先验论必然导致道德中的唯意志论,实用

主义片面夸大和曲解道德上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从而使自由变成放纵, 使道德责任感变成不负责

任。这种唯意志论否定因果联系的普遍性,主张

绝对的意志自由, 最终必然导致道德虚无主义。

在实践中,全面主义德育模式一旦缺乏管理,就

极易导致学校德育的放任自流, 造成极大的社会

隐患。因此,它们多数都建立起了有宗教组织、社

会团体、慈善机构、社区中心等组成的制度化的

体系,立体化的网络。在全面主义模式下,西方提

出并实践“隐蔽课程”概念,否则, 它难以维系基

本道德规范的教育。美国教育学家杰克逊1968

年在《班级生活》中首次提出的隐性课程,它是以

学生为中心的课程的变体之一。隐蔽教育是教育

者为了实现德育目标,在教学范围内外有组织、

有计划的以各种方式在受教育者无意识的和不

是特定的心理反映,使他们获得道德情感经验的

教育。柯尔伯格认为, 德育如果不关心隐蔽课程

(实现德育教育的桥梁) ,无论如何达不到预想的

效果。所谓学校内部活动,既有各种正规课程,又

有各种形式出现的课外活动;既有课程和课外活

动这些显在活动, 又有校风等未明文写出、未经

系统组织和具教育效用的任何活动因素。

混合德育模式　社会道德结构中道德主体

和道德领域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道德观念有

多元化倾向。全面主义与德目主义都面临着挑

战, 德育领域也探索新的模式, 各国结合时代与

本国的实际提出一种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的德育

模式:混合德育模式。所谓混合德育模式是指学

校德育既开设相对独立的德育课程向学生传授

规定的德目, 又充分利用全学科和全部教育活动

的途径和方法进行教育。它综合德目主义与全面

主义的某些特征,德育目标和内容的多样性与主

导性, 德育实施途径和方法的综合性、德育体制

结构的多元性。在德育实施途径上直接性和间接

性、潜隐性,德育实施方案的较强操作性。混合德

育模式基本科学的旨向把传授道德知识和培养

道德实践能力结合在一起。但是,一方面由于以

唯心史观为基础,其德育实际效果与其目标常常

相冲突。混合德育模式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的价

值观和道德观。个人主义价值观所奉行的功利原

则, 往往破坏了人与人之间信任与理解的关系,

从而使德育达不到预期效果。过多灌输“西方中

心论”,导致了德育课程体系的畸形编排,极易使

学生产生一种盲目优越感和种族歧视。另一方

面, 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促使资产阶级混合德育

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但是,如

果德育只是专门为经济服务,使经济利益成为衡

量德育目的的标准,势必使学生滋生严重的拜金

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 甚至使德育效果适得其

反。混合德育模式易导致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

从而导致社会生活中的尔虞我诈、损人利己等丑

恶现象, 引发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

美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品格教

育, 注重教授价值观。日本和新加坡既借鉴了法

国和美国的德育方法, 又借鉴了中国儒家的思

想, 形成了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大德育体

制, 成为世界上德育教育和研究网络建设最完备

的国家。

二、德育方法创新

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可永葆德育的生命

力。继承是创新的原动力,创新是继承的催化剂。

只有传承一定社会、民族和阶级的优秀道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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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传统美德,才能使德育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同时要从本国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实际

需要,不断更新德育内容、运用新的德育方法,使

德育不成为无病呻吟、强弩之末。德目主义、全面

主义和混合德育模式都有其时代性与社会历史

性,我国德育要实现创新就必须在扬弃以上三种

模式的基础上发展新的德育模式与方法。

(一)创设和熏陶: 开发校园内外活动的隐性

教育功能　隐性教育借助活动、环境和隐蔽课程

以间接的、隐蔽的、开放的方式, 从学生的信息接

受心理来进行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德育。除了各

类课程和课外活动等有形教育外,隐蔽课程同样

是学校德育的必备手段。美国学校将学生在学校

环境中无意识地获得的经验称为“隐蔽课程”,包

括学校风貌、宿舍、教室、图书馆、教学和生活设

施、校风校纪、学风、学校的历史传统、名誉、师资

水平、规章制度、课堂教学、教师和职工的思想品

行、学校里举办的各种活动等。学生在隐蔽课程

中获得的经验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在法

国学校中,有所谓的学校计划, 即通过民主性的

集体工作,对学校进行管理,学生可以通过学校

的行政理事会和班委员会对学校计划的制定、实

施评价施加影响, 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批判能

力和分析能力。日本和我国台湾的学校也都强调

德育的潜在途径, 如教师示范、学生之间的关系、

班风、校风和社会风气等。德育中隐蔽课程的潜

移默化影响并不亚于正规课程。法国积极鼓励学

生参与各种学习小组、俱乐部、体育活动等课外

活动;规定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参与各种劳动活

动;组织学生到校外或国外进行交流学习; 推动

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走进自然课堂, 认识环境问

题;引导学生参与学校计划的制定、实施和评价。

借鉴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有益经验,补充我国德目

主义的显性教育功能。

(二)主导性和多样性: 立体性的德育　是整

个社会的任务, 不能仅仅靠单方面的力量, 应该

建立起协同教育、全面教育的德育网络, 最大限

度地调动一切力量来参与德育。但是目前学校的

德育仍是各自为阵,缺乏有效的配合。为此,对德

育应该加强领导, 统一部署:一是要在全社会建

立起联络学校、社会、家庭、媒体的途径, 对各方

面的教育进行统一协调,使多方力量能够形成合

力。二是“两课”教学与团学实践活动各行其是的

状况也应该合理地解决。三是统一协调指挥两课

教师与思想政治工作者两个系统的机制,使团学

活动成为指挥的机制和巩固、深化学生思想道德

理论知识的主要实践途径。

(三)自主养成:学生自我价值建构　实践表

明, 德目主义模式往往会导致学生主体性的丧失

和知行分离现象的出现。新加坡学校德育把德目

主义与全面主义结合,一方面坚持开设德育课,

讲解系统的道德伦理知识;另一方面将德育目标

贯彻到全部教学和校内工作中乃至社会的各个

领域。具体方法有: 学校德育与家庭社会相结合;

德育与生活相结合; 正面教育与反面警示相结

合; 共性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无形教育与有

形教育相结合。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责任

感, 行为中泄露出来的某种人生观、世界观的信

息正是各种“德目”所内含的品质的体现。从小善

良、正派,长大以后才可能最终成为爱国主义者、

集体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传统德育课程中运用

讲故事、模拟和角色扮演、讨论、个案学习、专题

教学、课外阅读和教师评语等教学方法; 同时借

鉴新加坡的学校德育,根据儿童在不同阶段的道

德认知发展水平, 不仅灵活运用文化传递法、设

身处地法、价值澄清法和道德认知发展法等各种

现有的教育方法,还提出了新的教育方式——资

讯处理模式。在这种方式中,教师策划、布置、引

导和督促学生的活动,如小组活动、座谈会、辩论

会、审判、角色扮演、游戏等, 使学生有机会主动

参与刺激和团体活动的学习活动。对未成年人的

养成教育,通过设置“道德教室”, 对学生进行行

为规范的训练。礼节教育方面包括个人生活礼

节、家庭生活礼节、学校生活礼节、社会生活礼节

和国家生活礼节等。混合德育模式涵盖了德育的

广泛内容,开拓了德育的多种实施途径, 丰富了

德育的实施方法;同时, 以正面灌输世界观、政治

观、道德观、价值观中的某些既定德目为保障,使

多样化的德育途径具有了方向目标的一致性。借

鉴混合德育模式直接性、间接性与潜隐性德育途

径相结合的长处, 注重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动性,

重视道德能力的培养。

(四)倾诉和倾听:开展学生的心理咨询　吸

收混合德育模式的优点,就是要在德育实施方法

上, 一方面创造学生参与各种活动的机会,给学

生提供充分的自由选择空间,发挥其自我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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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一方面又重视教师的正面指导,充当“临床

医生”, 咨询服务与德育相结合。同时,注重道德

知识传授与道德判断能力培养相结合,既灌输社

会认可的道德内容与主导价值观,又鼓励学生参

与道德实践, 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和决策能

力。比如,德国在各类学校和各级社区设有受过

学生生涯咨询、个案咨询与系统咨询的特殊培训

的指导教师与学校心理工作者, 对学生出现的思

想问题、心理问题、纪律、生活问题等进行个别指

导。在所在地区的其他学校、校外咨询服务部门

和治疗机构, 比如, 校医部门、教养与家庭咨询

点、青少年福利局与社会公益部门、职业与学业

咨询、精神病医生与普通医生合作,形成一个完

善的咨询网络。在坚持德目主义模式的课堂德

育,配合以校内外活动的影响, 还需要建立心理

咨询中心,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因为大学生面

临着不仅仅有学业压力还有很强的就业竞争压

力,加以心理辅导,缓解学业与就业的压力,让其

在轻松的心态中去学习与实践, 才能实现理想的

教育目标。

(五)形象和生动: 恰当运用各类教学媒介　

教师中心模式向学生中心模式的转变,学生被动

接受为主动参与, 积极思考,提高学生的道德判

断和道德选择能力。运用一些现代化的教学软

件, 将教学内容呈现地更加形象化。比如,新加坡

的中小学广泛地运用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特别

是形式多样, 画面活泼, 重点鲜明的Pow er Point

的制作,多媒体技术恰到好处的运用, 调动学生

参与教学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德育也要非

常重视网络阵地,将德育进行到网络生活中。大

学生上网人数多, 一定程度上, 网络成为他们生

活的方式。运用网络的虚拟化教育载体,一方面

及时地更新各种德育信息, 稀释和平衡消极信

息, 抑制其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网络的虚拟性使

师生间能在自由而无拘束下相互交流思想,对于

学习与生活中面临的心理困惑向教育者咨询,也

有利于德育工作者及时把握其思想动态,有效引

导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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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Foreign Moral Eductional Modes vs the Innovation

in Moral Educational Methodology

Peng Xiaolan

( School of Educat ion, Sun Yat-Sen Univer sity, Guang zhou, Guangdong Pr ovince 510275,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 s moral educat ion the “mor ality-o riented”mode is adopted, w hereas in the

Western countr ies the all-round mode is follow ed. Driven by econom ic and cultural globalizat ion,

mor al educat ion has become a more complicated issue, and it has developed into a mixed educat ional

mode. T he article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educational mode, that is, the evo lut ion of

the mor al ity-o riented mode, the al l-round mode and the m ixed mode, and it also makes some

innovat ions in China�s moral educat ional methodolo gy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modes.

Key words: the morality-o riented mode, the all-r ound mode, the mixed mode, mo ral educat ional

methodolo 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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