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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德育的实效性

文 斌 ! " 刘 晔 !，黄 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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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校德育是专门培养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活动，要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产力

发展的需要，要遵循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本文结合对德育传统模式弊端的解析，就提高学校德育实

效性进行了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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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育发展的趋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经济

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变革，特别是人们的思想

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变化过程

所反映出来的总体特点是，过去那种在计划经济

体 制 下 的 统 一 化 、 政 治 化 的 德 育 意 识 已 经 被 打

破，人们的价值取向出现多样化，价值选择出现

务实化。这表明，目前社会道德从总体上看是向

新的境界和高度攀登，社会道德风气变化最深刻

的 是 ， 人 们 的 道 德 心 理 和 行 为 特 征 由 “假 ” 向

“真”，由“虚”向“实”，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

元，由依赖顺从型向独立自主型，由“等、靠、

要”的习惯思想向竞争意识不断增强方面发展，

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道德体系重视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

帮助年轻一代树立更高境界的理想、信念与责任

感，是 (" 世纪初德育发展的大趋势。

二、重视以经济利益激发人们形成社会

所需要的品行

我国现行德育包括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

品质等方面的教育，这些内容之间有区别又有联

系，各项教育内容既不能完全割裂开来，又不能

相互替代，它们统一于德育目标之中。在具体实

施德育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和精神文明

建设的需要，可能会出现侧重抓某一方面或强调

某一方面的情况。这种阶段性的重点教育，其目的

是通过调整，使各方面教育协调发展，这是完全正

常的。但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德育受“左”倾

思想影响较严重，在强调政治教育时始终没有掌握

好“度”。我们在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

主义时代主旋律的同时，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提出的新要求，使主旋律教育更加贴近生活实

际，以提高学校德育的实效性。

以往的教育以政治教育为德育的主要内容甚至

政治教育取代德育的全部内容，过分强调和夸大了

政治在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成

了德育的代名词，德育的主要任务只是培养学生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激发学生形成良好思想品德

时，基本上以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的、崇高的政治目

标作为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启动。甚至有些学

校在进行德育教育时，还常常有意无意地为学生创

造或提供虚假的教育情境，引导学生说“高尚的谎

言”；由于这一目标既高又远，所以，事实上并没

有真正成为大多数学生良好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

当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后，人们的思

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一向被视为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的“重义轻利”观念开始重新审视。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

重利，不重利就不能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就不利

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是，只重利不重义，也

不能保持经济的持久发展。所以，“义利并重”乃

是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现代人们的道德观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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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儒家那种理想而缺少实效的“重义轻利”的影

响，开始正视现实社会，逐步建立适应现代商品社

会的道德原则，这就是人们越来越重视以经济利益

为杠杆作为启动人们为现代社会发展服务的动力，

使他们为现代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国实行

重奖科技人员，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以此引导更

多的人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可

见，重视以经济利益激发人们形成社会所需要的品

行，是现实社会的需求，更是 #$ 世纪社会的需求

和发展方向。

三、加强社会公德建设

传统德育中的一个很大弱点是“重个人道德、

轻公德”，即对个人要求多，对社会公共道德规范

建设投入不够，把国家、社会的一切均寄托于个人

的修养，对社会体制、优化环境、公共规则建设的

责任感比较淡漠。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把腐败问题归

结于某些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不从体制改革、

民主、法制的健全上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社会腐

败现象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良好的行业之风

或职业道德就建立不起来。#$ 世纪的德育必将是

务实性的、基础性的。

四、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

我们的教育沿袭了传统的“精英”教育的做

法，在学校德育中表现为注重政治、思想教育而忽

视道德教育，重视德性修养而忽视基础文明。实际

上，道德教育应是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政治教育和

思想教育只有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才更充实。只有

在养成了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这一最低层次目标基

础上，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德育既要造就仁士圣人，更重要的是全社会民

众的基础道德教育。我们评价德育实效低下往往不

是指缺少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而是缺少遵守社

会公德并具有民主法制意识的平民大众。当今社会

某些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规范已经超越了人们的政

治信仰和思想意识形态，如公平竞争、按章纳税、

信誉至上等是各个民族、各个党派、各个阶级、各

个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所共同要求的。所以，道德教

育特别是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教育在我国目前和整

个世纪具有特殊的意义。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应

扭转我们学校德育中的“倒金字塔”序列（小学讲

共产主义，中学讲社会主义，大学才讲怎样做人），

把重点放在培养受教育者基础文明修养的道德教育

上。先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在搞好基础文明的基础

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科学人生观教育。

五、将合作精神教育融入主旋律

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创造活动，始终离不开他人

或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所谓合作精神，就是个人之

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互助协作，这实质是一种

集体主义精神。我国是一个崇拜英雄和侠客的国

度，也就是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崇拜，历来对人际

间的交流与合作有所忽视，现代社会发展对人际交

流与合作要求大为提高，德育只有加强对学生合作

能力的培养，树立合作的理念，才能适应社会的飞

速发展，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

六、增强德育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我国学校德育实践的具体操作是以说服教育

为核心的，其最大的特点是控制性和封闭性。企

图通过封闭学校课堂的办法，堵塞不良信息，规

约 学 生 的 视 野 ， 控 制 学 生 的 行 为 ， 对 学 生 进 行

“理想化”教育，以培养其健全完善的人格。殊

不知，人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社会存在物，有自己

的思想和信念，特别是在当今开放的信息时代，

控制和封闭不仅变得不可能，而且反而会激发学

生的逆反心理。在封闭的课堂里教师向学生传播

的是理想化的教育要求和经过处理了的信息，而

学生通过多种渠道所接触到的许多社会现实与其

有较大的反差，导致学生对学校提出的德育内容

的信任度下降，从而造成德育的短效和不稳定，

甚至加剧了德育判断和道德选择的机会。学校德

育应该开放性地围绕现实生活实践和理想的道德

生活来构建社会道德生活主体。把开放性原则贯

彻到德育工作的方方面面；勇敢地让学生去面对

现实，面对生活，走出校门，把学校小课堂同社会

大课堂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同真实的社会环境

的互动中接受教育。这就要求我们大力拓宽德育途

径，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

把德育课堂由封闭式的校园延伸到社会的广阔天

地。同时也要放眼世界，对西方资本 % 下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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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Z[ 页 7主义国家积累的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道

德教育经验进行研究，加以借鉴，拿来为我所用。

当然，开放不能放任自流，学生的认识水平有限，

学生在认识社会的过程中进行道德判断和选择时，

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区分、辨别、评价社会各种现

象，以增强学生识别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