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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职业教育中的道德教育

郑姝俐

（西昌铁路高级技工学校# 四川 西昌 $"%&’’）

【摘 要】在职业教育中存在着忽视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现象，在道德教育的内容、形式及过程等

方面存在着脱离实际的弊端。要行之有效地开展职业学校的道德教育，应着力提升学生的道德判断水

平，遵循先他律后自律的原则，循序渐进，因材施教，提倡生活道德，注重规范教育，培养合格的职业

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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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教育中道德教育的现状

四川省是一个教育大省。目前，全省有各级各

类学校 %0 ’! 万所，在校生 ",&& 多万。其中，有中等

职业学校 !$* 所，在校生 %10 11 万人，独立设置职业

技术学院 *’ 所，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和各类社会培

训机构 "1’’’ 所，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连续三年保持

较大增长，“十五”以来，各级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共

培养毕业生 ,& 万人，培训城乡劳动者 ’/$& 万人次，

社会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认可度日益提高，群众送子

女就读职业学校的热情空前高涨。 2 " 3

然而，就在学校为社会培养、输送有用人才

的同时，却日益突出一个问题：在关注职业教育

的同时忽略了学生的道德教育。在学校里，普遍

存在学生的道德素质修养参差不齐的现状。具体

表现为：多数学生集体荣誉感差；自私，不关心

他人，时刻以自己为中心；不尊重他人；组织纪

律性差；缺乏最起码的道德素养。这些现象与家

庭、学校、社会对学生的教育是分不开的，道德

教育迫在眉睫。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道德教育呢？

道德教育，指一定社会或阶级依据一定的道德

原 则 和 规 范 对 人 们 施 加 的 系 统 的 道 德 影 响 的 活

动。是一定阶级为使本阶级的道德观念转化为人们

的内在品质，影响人们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

实践，进而维护其统治所采取的重要手段之一。

我国现阶段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五

爱”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共产

主义道德教育。 2 ’ 3对职业学校的学生而言，这四方

面的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目前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却存

在着四大误区：

一是道德教育的内容脱离青少年的实际。这

方面包括目前道德标准高深的理论远离了青少年

的实际生活，抽象的内容影响了青少年的理解，

单一的标准影响青少年多样化的发展，道德教育

与青少年人格和心理塑造处在分离状态。

二是道德教育的过程脱离青少年的主体。包

括传统教育的方向、内容、目标主要不是从青少

年出发，而是把青少年作为被塑造的客体，这样

造成与目前青少年主体的核心价值相背离，不能

适应社会的变迁。

三是道德教育的形式脱离社会及青少年的现

实。目前学校主要是以灌输形式进行道德教育，

忽视德育过程中青少年之间、青少年与老师之间

的互动，在社会层面的道德教育过程中存在着青

少年低参与、甚至不参与的现象。

四是道德教育的认识与行为严重脱离。目前

道德价值标准存在虚化的现象，学生的道德行为

已完全社会化，使学生在道德能力上面临多种挑

战，在道德认识上都知道那么做，但道德行为却

做不到。

所以，目前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应围绕社会现

实和需求寻找教育主题，提倡以问题为中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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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调实践、体验和创造的过程，同时建立

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二、职业教育中开展道德教育的对策

（一）学校的道德教育应遵循学生的道德判

断水平

学生的道德判断水平的提高，同学生的思维

水平的提高是平行的。一切有利于学生思维发展

的教学策略，都有利于学生的道德判断水平的提

高 。任何超过学生思维判断能力的教育都只能是

纸上谈兵。

学生的思维水平的提高是通过主体同环境相

互作用，认知结构不断同化与自身的结构相适应

的信息并不断改组而实现的。道德水平的提高也

就是道德思维水平的提高，其发展遵循与思维发

展相同的规律，因此学校教育中一切有利于学生

思维发展的教学策略，同样都有利于学生的道德

判断水平的提高。教育实践中将学生思维水平的

提高和道德判断水平的提高人为地割裂开来的尝

试，或者另辟蹊径，脱离学生思维水平培养而寻

找提高学生道德判断水平的捷径，都是有悖于道

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的。

（二）学校的道德教育应遵循先他律而后自

律的原则

学生品德的形成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

它经历了外在准则规范不断内化和内在观念外显

的复杂过程。根据皮亚杰的研究，人类的道德认

知 发 展 遵 循 先 他 律 而 后 自 律 的 原 则 。 学 校 德 育

中，也要遵循这一原则，如想使学生形成某一品

德，必须先教他遵守既定的行为规范，教他在适

当的场所表现适当的行为。从这一角度上说，学

生的道德认知是“告知”的，而非“自知”的；

是外化或外铄的，而非内化或内发的。因此对学

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 # 含学前教育 $，制定明确

可行的道德规范，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学校都是必

要的，等到儿童认知发展接近成熟程度 #到达具体

或形式运算时期 $之后，他将因思维能力的提高而

形成其是非判断的自律性道德认知。根据这一原

则，家庭和教师都有责任和义务“告知”学生道

德行为规范，这样学生才有可能把这些外在的道

德规范内化成自己的道德观念，继而表现出道德

行为。因为品德是以道德观念为基础、在道德观

念的控制之下进行的自觉行为。如果没有教师和家

长最初的“告知”，如果学生没有形成道德观念，

即使学生行为不符台社会规范，也不能称之为非道

德行为。这不是学生本身的错，即所谓“不知者不

为过”。同样，如果学生没有形成道德观念，即使

其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也不能称之为道德行为。

进入职业学校学习的学生，是具有一定道德认

识的人，可是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却使得他们的道

德认识与道德行为严重脱节。不仅如此，其道德认

识多数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所以，现阶段职业学校

的道德教育不但还要强化他律，而且还必须对学生

不断告知不断外化，从而形成自律性道德认知，使

其行为符合道德规范。

（三）学校的道德教育要符合学生的心理发展

水平，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柯尔伯格 % & ’研究认为，一般人的道德认知发展

都是处在前两级水平 # ( ) * 段 $，少部分人达到后

习 俗 水 平 # + ) , 段 $， 且 阶 段 与 阶 段 之 间 只 能 渐

进，不能跳跃；只能顺进，不能逆转。根据这一研

究结果，学校德育工作给学生“晓之以理”时，此

时的“理”一定要符合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即不

能脱离学生的接受能力。如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处

于第二阶段，教育者不顾其发展现状提前给他讲解

第四阶段或第五阶段的大道理，学生可以将这些大

道理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不能被他们的认知结构同

化，自然也不能作为一种内在的道德价值而付诸行

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行“脱节”或“知行不合

一”。为了促进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柯尔

伯格曾建议采用“加一”原则，即在提出两难或道

德情境时，在六阶段中提升一段让学生去思考判

断，但如提升一段以上，问题的难度往往超过了学

生的认知能力，对其道德学习不利。如学生的道德

判断能力处于第三阶段，我们则向他们讲属于第四

阶段的道理，这样以促进其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

（四）学校的道德教育要尊重学生的个别差

异，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告诉我们，学生的道德

认知发展顺序是不变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以

同样的速度发展。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其道德认知发

展水平可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处在同一道德认

知发展水平的可能会有不同年龄的学生。这就要求

学校教育工作者深入学生，及时了解和确定学生所

处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在现有班组教学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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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德育的内容和方法既要照顾大多数学生的发展

水平，又要尊重学生的个别差异。通过个别谈心交

流、咨询等方式，对学生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 五 " 学校的道德教育要让学生主动参与；提倡

生活德育，反对知识德育，反对以简单的道德说教

来达到品德教育的目标，而要注重示范教育

@、提倡生活德育。生活德育可以扼要表述

为：通过具体的道德生活而学习道德。具体说来，

生活德育是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进行并回到生

活。人的德性发展与智性发展有着本质的不同：人

们可以与社会生活隔离开来集中学习知识经验，却

不能与社会生活相隔离去学习道德。道德是社会生

活的规范和准则，真正的学习必须在社会生活过程

中进行。学校德育与社会生活以及学生生活的隔离

阻断了学生德性发展的源泉和渠道，理论说教无异

于缘木求鱼。

C、反对知识德育。所谓知识德育就是用道德

知识的传授与习得代替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人

类的学习可分为知识的学习、技能的学习和道德的

学习三种类型。相应地学校教育中也存在三种不同

方式的教育，即知识教育、技能教育和道德教育。

道德的学习分为道德知识的学习，道德规范的学习

和价值、信念的学习三个层次。相应地，道德教育

也有道德知识教育、道德规范教育、价值和信念教

育三个层次。不幸的是，在知识中心主义的教育大

潮冲击下，由于道德知识教育与知识和技能教育都

具有“知识性”这一“近亲性格”而获得了广泛认

可，代替了道德教育另外两个更为重要的层次，道

德教育就变成了道德知识教育。

"、注重示范德育。教育是被感染的，而不是

被教导的。道德教育要有示范性，然而，这种示范

性并不仅仅是学校、教师的示范，作为家长，在道

德示范教育中也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学

校、教师和家长能够密切结合起来，针对学生的心

理发展水平做出相应调整，制定出有针对性、个性

化的道德教育方法，真正做到以身作则，做好道德

示范，使学生受到心灵感染，起到“润物细无声”

的作用，才能真正起到立竿见影的道德教育效应。

反思我们学校的德育实践，就会发现我们的德

育太重形式而欠缺实际；重视道德的教条，而忽视

在实际生活中实施品德教育；注重道德的灌输，而

忽视学生的主动性。

因此，要使学校德育工作真正有效，我们必须

从以上五个方面去做，只有这样，我们的德育教育

才能真正地展开，我们培养的学生才能是对社会有

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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