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学校德育教育中的 “三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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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现实，贫富悬殊的差距日显，加上就业市场唯

“智”是取，重 “智”轻德，使得许多当代学生道德缺失。针对这一现象，笔者提出了学校应该开展

“三心”教育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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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清华学生刘海洋出于好奇，竟然用浓硫酸泼

向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黑熊；

长期接受丛飞捐助的一位贫困学生，因为怕

人家笑话，矢口否认曾经接受过丛飞的捐助；

《文 摘 周 报 》 曾 刊 出 一 封 大 学 生 的 家 书 ：

“爸妈：钱！儿”；

一对夫妻双双出差，孩子的奶奶从乡下来照

顾 孙 女 生 活 ， 不 小 心 摔 坏 了 孙 女 心 爱 的 一 只 小

碗，谁知这位成绩优良，被学校评为优等生的孙

女非要奶奶下跪认错方肯罢休；

⋯⋯

如此种种，正是长期以来现代道德教育的欠

帐甚多的结果，以至于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中国

青少年乃至中国成人——— 昔日的学生的道德素质存

在着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现象。于是，在骤然而

至的社会大变革中，各个层次上的道德失范现象

时有发生。

学校作为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是

影响学生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对全

社会道德建设的进行以及以德治国的可能和持续

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学校除了要担

负学生智力培养的任务外，更应担起学生道德教

育的重担。

二 当前学校道德教育现状

! 一 " 传统政治化倾向浓，目标定位失当

这主要表现为把道德教育等同于政治教育。道

德教育曾一度被认为就是政治教育，在实际工作

中，就是把道德教育作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来进

行的。诚然，道德教育总是包括政治教育的，但以

此来代替全部道德教育，则是一种泛化的倾向，从

而也就大大窄化了道德教育的功能。

学校总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律的 “四有新人”。但是在学校道德教

育的实际进程中明显对中小学生的总体要求偏高，

其结果当然是学校道德教育脱离社会实际和学生品

德发展的实际，成为 “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我

们从小学开始就讲 “为祖国学习”， “做革命事业

的接班人”， “无私奉献”， “集体主义、共产主

义教育”等等，一年级的小学生造句就会说： “我

要好好学习 / 长大为祖国做贡献。”但他真正体会

其含义了吗？试想：如果在小学生中开展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教育，他们可能理解吗？相反，对

大学生的道德教育的要求却要弱许多。

! 二 " 方式简单，活动形式化

道德教育在不同学校都在开展，教育效果是大

家关心的重要问题。当前许多学校仍采用 “灌输”

式教育模式，其成因有二：一方面，我们不顾学生

发展的实际，将成人社会想当然认为 “重要”和

“符合学生实际”的内容强加于学校德育；另一方

面，许多不同学龄段青少年儿童关心且急需解决的

道德问题，例如青春期中的性教育、毒品问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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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道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等等，往往没有讨论

的时间和空间，形成了现实与理论的错位。

道德教育的形式在许多学校已经走向完全的

形式化。每周一早晨都要举行集体升旗仪式；每

年的德育计划都有这样的内容：三八妇女节——— 让

妈妈笑；清明节——— 踏着烈士的足迹前进；三月五

日——— 学雷锋、树新风；五一劳动节——— 我有一双

小巧手；六一儿童节———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这样程式化的做法还叫道德教育吗$
! 三 " 功能萎缩化

其最主要的表现是把道德教育等同于一般的

知识教育。长期以来，尽管在 “德、智、体”全

面发展的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一直高居首位，

但 在 “应 试 教 育 ” 机 制 下 ， 在 教 育 的 实 际 操 作

中 ， 往 往 成 为 知 识 教 育 的 一 部 分 ， 成 为 一 门 课

程，而这门课也不是主课，只是主课的陪衬。

三 弘扬传统美德，倡导 “三心”教育

针对上述现状，笔者总结出开展 “三心”教

育 的 德 育 模 式 ， 即 倡 导 孝 心 、 爱 心 、 责 任 心 的

“三心”教育。

莎士比亚说： “我痛恨人们的忘恩，比之痛

恨说谎、虚荣、饶舌、酗酒，或是其他存在于脆

弱的人们心中的陷入的恶德还要厉害。”孝心、

爱心及责任心是做人之本。丧失之，则丧失了善

良 、 责 任 ； 丧 失 了 在 是 与 非 、 曲 与 直 面 前 的 公

正，使人变得昏昏噩噩。有孝心，就会理解父母

的艰辛，尽心竭力赡养父母；有爱心，就会同情

弱小，知恩图报，关爱他人；有责任心，就会明

辨是非曲直，爱岗敬业，爱护地球，保护环境。

! 一 " 孝敬父母——— “孝心”教育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国传统文

化中最基本的价值观。俗语有言： “养儿方知父

母 恩 。 ” 从 小 学 到 大 学 ， 学 生 都 不 可 能 养 育 子

女，这样看来，当然许多学生不知父母的养育之

恩 ， 也 无 从 谈 孝 。 从 字 形 上 讲 ， “孝 ” 字 是

“子”承 “老”下，这说明孝的本义是指由父母

对子女的爱而反射出子女对父母的敬爱。

在学校道德教育中，学校应善于抓住生活中

的各种教育机会对学生从小进行 “孝敬父母”的

教育。如要求学生听从父母的正确指导；争做家

庭小主人，双休日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父母生病照顾父母；为父母过生日；报告自已行

踪，不让父母担心；对父母有礼貌，不乱发脾气

等。

! 二 " 培养爱心——— “爱心”教育

随着学生逐渐懂事，也开始逐渐理解何谓 “爱

心”。学校应该在这一阶段积极争取学生家长的联

系与合作，利用家庭教育开展学生 “爱心”教育。

当孩子某一天突然抱回一只受伤的小猫小狗，家长

不应该指责孩子不爱干净，反而应该表扬孩子，这

种潜移默化的爱心教育对于学生爱心的形成极为重

要。

随着爱心的不断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也会

产生，然后由家庭扩展到学校、邻居、社会、国

家，并能自觉地遵守各项行为规范，将遵守纪律、

爱护公物、勤劳节俭、爱护大自然以及友好地和他

人相处、热爱集体、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等内化为

学生自觉的行动。

! 三 " 勇担责任——— “责任心”教育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踢足球时，一不小

心把别人窗户玻璃踢碎了，因为要挨骂、挨打，很

多学生是不会主动承认的，问起来一般也会撒谎；

因为要赔偿，学生的父母也不会认账。结果是：回

家后父母再把孩子猛揍一顿，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这其实是学生和家长均缺乏责任心的典型案例，因

此学校在开展道德教育中应大力加强责任心教育。

但这方面的教育首先需要家长的配合，要配合

的家长，必然是明事理，有责任心，有公德心的家

长，家长如果具备这些素质，说明其在求学时代受

过此类教育，于是产生了一个由学校和家庭共同完

成的、新的良性循环教育模式。越来越多的家长也

已经认识到，一个没有责任心的孩子，有再多的学

问，也难以成才。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对孩

子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教子做人。

四 结语

从过去到现在，道德教育一直是社会和学校非

常关心的问题，而要想在今后取得学校道德教育的

突破和成效，当前我们必须弘扬传统美德，务实推

进教育体制改革，逐步在全社会树立新的教育观、

人才观和评价观，才能真正确立学校道德教育的地

位 ， 大 力 倡 导 孝 心 、 爱 心 、 责 任 心 的 “三 心 教

育”，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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