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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后，人们在感叹世

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同时也不禁慨然发问：德育工作

到底怎么了？德育工作实效性问题一直是教育学

界关注和困惑的问题。创新德育工作是提升德育

实效性的关键路径。要解决如何创新问题就必须

先探求导致德育工作实效性不强的原因。

一 德育工作实效性不强的成因分析
德育是人格的、生命的、生活的教育，它是培养

人、发展人和完善人的必然手段。目前我国公民道

德水平出现了严重的滑坡现象。德育工作实效性

不强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一）理念上的分歧在一定范围内阻碍了德育实效

的提升

目前部分德育工作走进了理念的误区，有些德

育工作者甚至德育研究者没能理清德育的含义。他

们认为德育就是教育受教育者去做善事和有道德的

事，行善就是德育的目的。行仁义是行善的具体表

现。创新德育工作必须思考如何采取更高效的措施

去劝勉受教育者去行仁义。理念指导实践。理念上

混淆了德和义，实践中德育必然会走偏。倡义成了

当前德育工作的主旋律。倡导受教育者去行仁义之

事是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倡导的实际效果却不容

乐观。受教育者随着人生阅历和人生经验的增加愈

发感到德育的虚假性和伪善性。目前幼儿园、小学

的德育效果比中学、大学的德育效果好，学校德育效

果比社会德育效果好，这已成不争的教育事实。原

因在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受教育者思想自由

会逐步增强，他们不愿接受外界强加给他们的思想

观念，特别是和他们的切身感受、切身利益相矛盾的

行为准则。德育工作者不遗余力、高度热情地去劝

勉受教育者行仁义，这样一来德育就变成了德教。

孰不知说教不成德，美德的养成根本不在于教化而

在于育养。教化的是义，育养的是德。部分德育工

作者理念上的迷失必然会使得德育工作走错方向，

德育成效难以凸显。

（二）经济浪潮的冲刷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德育工

作的实效

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来，中国经济面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利益观念深入人心，激发

了市场的活力。人们为了更早地发家致富普遍地

变得活络和勤快起来。但随着市场经济优胜劣汰

法则持续20年来不断发力，中国基尼系数逐年攀

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2011 年基尼系数探顶

0.51，已经达到收入差距悬殊的标准数值。在新一

轮的经济通胀和物价上涨过程中，中产阶级贫困化

现象日益严重。社会结构逐渐由宽金字塔型过渡

为尖金字塔型。尖金字塔型社会机构体现为社会

结构高度的大数值，意味着社会上升渠道越来越少

和越来越窄，社会底层人想通过自身努力成长为社

会上层人的难度越来越大，几率越来越小。当下读

书无用论的回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奋斗成功

几率的变小使得人们逐渐把成功的可能归因于外

部原因。外部归因的思维方式催生了人们的投机

心理。投机取巧心理加重了人们趋利避义的自然

属性，导致了人们思想价值观逐步迷失。人们一方

面片面、狭隘地厌商仇富，严重地仇商避官，另一方

面又对奸商和贪官充满向往和羡慕，武断地以成败

论英雄，笑穷不笑偷。他们认为目的比手段重要，

不管过程是否正当合法只要结果成功就是英雄。

可见投机取巧的心理把一些人带进了一个是荣辱

不分、黑白混淆的思想泥潭，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消

解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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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泛化的高调宣传在一定意义上过度简化了德

育工作

理念的误读延伸到德育宣传上就表现为高调

宣传。仁和义是两个概念，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

联系。善是仁的必然表现，爱是善的外化和延伸。

爱人本身就是在行善施仁。但行仁义和由仁义行

是两回事。因为心善者未必次次行善事，但必然经

常行善事。行善者未必心善，可能是偶然行善。高

调的德育宣传错在把偶然发现的一个行善者当做

心善者并大肆传扬，以至于这个行善者被人们误认

为心善者和仁爱者。人们对这个行善者的道德水

准要求陡然上升，高标准地要求其以后次次行善，

并且行善必须避开利益。避利成为了行善的最低

要求。高调的宣传把行善者吹捧上天，神化为仙。

如此一来高调的德育宣传不仅绑架和捧杀了道德

模范，而且孤立和疏远了道德模范。普通人们觉得

道德模范标准太高，难以达到，而且也没有必要达

到。析利是德育宣传的常用教育手段。但一些德

育宣传媒体并不能科学地使用。他们只是利用互

助理论来对人们进行简单说教。“助人者，人助之”

成了他们的宣传口头禅。殊不知助人的目的不是

为了受人助，另外助人行为未必能得到特别是短期

得到回报。非科学的高调宣传会引发人们质疑这

种简单说教的科学性。可见倡义、避利和析利是高

调德育宣传的三个常用手段。它把道德模范崇高

化、神圣化了，把德育工作理想化、虚幻化了。结果

只能是最终受到人们的疏远和摒弃。德育宣传一

旦脱离了受教育者的心理境地，其教育实效性自然

难以保障。

二 育仁是德育工作创新的基石
德育的现实意义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道德水

平、改善社会的道德风尚。创新德育工作是提升其

实效性的前提。育仁是德育工作创新的基石。革

新德育理念和创新德育工作都要以此为突破口。

（一）育仁是道德之本

道德是一词两字，包含两层含义即道和德。道

即路径之意。后延伸为沿道而行之意，又引申为规

律之意。德即心得之意。道是外在之物，可以传授

的，而德是内在之物，只能育养，不能传授。道德的

原意是育养德行的路径。现在一般作为一个词语

使用，义同德行或品德。“孔子把仁概括为人的最根

本的品德和衡量人是否有道德的最高标准”[1]。仁

是德之根基，是人的最真本性。它证验了生命最真

的感情和最高的价值。爱是仁的发展和延伸，是人

在接受外部信息刺激后自内心油然而发的对外界

弱小事物的慈爱怜悯之情。内心的仁爱会自觉地

外化为仁义行为。这种自发的仁义行为称为由仁

义行。德行就是这个含义，内仁于心，外义于人。

内心仁爱在先，主动行义在后。只有内心仁爱才会

自觉行义。内心仁爱者面对弱小事物时会焕发责

任感。强烈的责任感是联系仁与义的桥梁，是仁爱

外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主动行义的思想动力。偶然

行义和为利行义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不是自觉行

为，难以产生责任感，故一般来说难以持续太久，而

且一旦因此受到伤害就必然马上停止行义行为。

育仁抓住了德的根基，是德之道，是德育的必然路

径。育仁坚定了心善者的行善信念，强化了行善的

行为自觉，慰藉了行善者的精神情感，最终提升了

德育工作的整体实效。

（二）育仁净化了德育的河源

德育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育德。德行源自人们

内心的仁爱。育仁是德育之根本，其能有效地净化

了德育的河源。1.育仁净化了行善的思想动机。倡

义是德教之路，但并非德育正途。倡义很容易把行

仁义和由仁义行混淆起来，最终混淆德与非德。德

育宣传不排斥倡义，高调宣传却是德育宣传之大

忌，也绝非科学倡义之路径。因为高调宣传很容易

道德绑架被宣传者，最终使德教行为异化。育仁从

思想根源上解决了行义的动机，不为名不为利，只

为内心的慰藉。2.育仁纠正了德育理念。德育绝不

避利。行义并不必然与获利相冲突。人们只要是

由仁爱之心使然去行仁义之事，获得一些意外的名

利，实属正常，也是正当所得。人们没有理由回避

更没有理由拒绝它。德育一旦避利就会被神圣化

而显得虚无缥缈，最终脱离教育土壤。育仁的目的

是行善不是避利，也不要求避利。它使得德育回归

现实，焕发生机与活力。3.育仁化解了德育难题。

德育的难题在于如何提升其实效性。育仁抓住了

问题的关键。育仁注重的是采取一些措施去育养

受教育者的心灵，让其内心变得柔软、温暖，情感变

得丰富、细腻。面对弱小事物和不平之事不再心硬

如铁、麻木不仁，而是一腔热血、满怀热情。简单的

析利说教达不到这种效果。人们通过利与义的比

较和权衡反而会认为在危难关头为利行义划不

来。行义的不为利、不避利和真实性是育仁成效的

突出表现，也是其净涤德育河源的净化剂。

三 育仁的实现路径
育仁是创新德育工作的基石，直接关系到德育

工作的实效。但其本身也蕴含一个问题即如何育

仁的问题。德育学界为此进行了很多思考和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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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人文教育，育养仁爱之心

创新德育工作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

求，也是受教育者个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育

仁要求把人文教育纳入德育体系。人文教育是以

培养受教育者的基本人文修养为目标的教育。1.校

园人文教育要注重情感教育。学校教育是道德教

育的主阵地。校园人文教育要以柔化和净化学生

心灵为目标，紧抓情感教育不放，不求立竿见影但

求滴水穿石。学生有了温暖的心灵才会对人友善，

进而施人以爱。学校要建立和完善情感育养课程

体系，重点加强诗歌、散文、绘画、摄影等美育课程

建设。美育教学要以温暖学生心灵为目标，关注学

生内心世界和情感家园，唤醒学生的人文发展需

要。孝心教育是情感教育的一个关键内容。校园

人文教育要侧重以孝育德，注重细节育孝。2.社会

人文教育要弘扬情感文化。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

会有很大差异，价值冲突在所难免。社会人文教育

要求同存异，倡导主流的情感文化。新闻媒体要坚

持文化强国的价值导向，弘扬文化育人的主旋律，

注重发现和传扬真情实感，积极烘托情感文化氛

围。社会人文教育要靠艺术内涵吸引人、用思想力

量激励人 。做到以优秀的文化作品熏陶人，以高雅

的文化活动感染人，以优美的文化环境影响人。电

视、电影等娱乐媒体绝不能整天播放勾心斗角的宫

廷戏、血腥暴力的动作片、贪腐欺诈的官场戏、自私

冷漠的生活剧，而要坚持弘扬人间的真善美，注重

烘托和营造良好的情感文化氛围，用和谐的文化气

氛来育养公众的美丽心灵。

（二）培育仁爱文化，营造助人氛围

育仁是德育的手段而非终极目的，心仁最终要

延伸为爱人并外化为行义。爱人是连接仁与义的

桥梁。因此培育仁爱文化就成了德育工作创新的

一个关键路径。1.构建文化环境是基础。良好的文

化环境是育养仁爱精神的襁褓。仁爱文化环境构

建要坚守报刊杂志、电视网络、文化长廊等主阵地，

拓展艺术花坛、动漫壁画、公园雕塑等延伸载体。2.

优化文化制度是关键。文化营造重在落实。文化

宣传要有健全制度。宣传部门每月都要有宣传主

题和宣传方案。例如“温暖心灵”、“助人为乐”、“感

恩社会”、“和谐家园”等。宣传活动要有反馈和考

核制度。考核要全面、客观和科学。3.落实助人行

为是载体。助人是仁爱的外化和载体。落实助人

行为是最好的仁爱宣传。仁爱是当下很多社会矛

盾的止痛片。助人可以为化解很多的社会矛盾问

题提供润滑剂。例如慈善事业缓解社会张力，低保

事业化解矛盾隐患等。4.回归精神慰藉是核心。仁

爱文化的实质是生命教育和生 活教育，它关注生命

的真谛和生活的价值。精神慰藉是对助人者和行

善者最大的肯定和褒奖。德育部门绝不能用丰厚

的物质奖励来慰藉仁爱者的助人行为，而要让助人

行为回归本真，让仁爱者回归内心的静谧。可见德

育的关键点在于通过文化熏陶来触动被教育者的

心灵，进而改变其认知习惯和行为惯性，最终去爱

人和助人。

（三）扬真德隐假义，净化行义环境

“美德是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的价值旨归”[2]。行

义是德育的目标和归宿。一切德育工作创新都是

为了最终的行义。净化行义环境是创新德育工作

的压轴一环。一要科学地区分真德和假义。这是

净化行义环境的首要前提。真正的道德是由仁爱

之心出发顺延心灵路径去行善和助人。真德必然

产生真义。假义则不然，它虽然也是在助人和行

善，但其本源不是内心的仁爱，而是某些外在的甚

至物质的东西。为名行义就是典型例子。一旦无

名可图，行义就成了无源之水，难以为继。当下行

义环境令人堪忧，心善行义者有之，道德作秀者有

之，沽名钓誉者有之。真可谓鱼龙混杂，乱花迷

眼。净化行义环境必须要科学区分真德和假义。

二要扬真德隐假义。这是净化行义环境的关键步

骤。对于心仁助人者要广泛宣传，不能高调化和神

圣化。对于偶然行义者要真实宣传，不能庸俗化和

功利化。对于虚假行义者要批判宣传，不能模糊化

和粗略化。扬真德隐假义就是要让真德者受人尊

重，假义者为人不齿，最终让行义的环境风正、气

顺、心齐、劲足。三要实现德义教育的生命化和生

活化。这是净化行义环境的重要路径。育德要生

命化即要把培育仁慈、温暖的心灵当做生命教育的

一部分，让爱人和助人伴随着生命的始终。“德性必

须来源于人的经验生活”[3]。倡义要生活化即要把

倡导助人和行善融入生活教育，特别是普通人的生

活实际，绝不能高调倡义或避利倡义而使其丧失生

长的土壤。

当下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迫使我们不断思索

和探求德育工作创新问题。德失求助诸心。育仁

是德育工作创新的基石。“工作的绩效与其方法、路

径、流程有直接的关联性”[4]。创新德育工作必须要

找到实现育仁的路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德

育工作的实效性。

（下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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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生辅导员还是创新研究生工作的“开拓

者”

随着时代的变迁，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

样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探索适应时代发

展需要的工作方式、方法。研究生辅导员与研究生

朝夕相处，能够在实际工作中积累和总结经验，分

析案例，不断实践和创新，根据研究生特点的发展

和变化，针对变化思考新方法和新途径，撰写案例、

论文和编著教材，促进研究生工作的创新发展，开

拓研究生工作的新思路，使研究生工作更加“系统

化、规范化”，更加符合人才培养的需要，为学生发

展的共性特征、共同需要提供理论基础，使研究生

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是创新研究生工作

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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