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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视角下的高校德育低效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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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心理学视角，高校德育低效与受教育者道德接受的心理阻抗与心理障碍、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心理发展的 

认识与情感投入不足、德育本身对学生最近发展区的脱离、学校德育心理环境的影响等息息相关。这需要我们通过重视学生 

道德学习心理机制和德育的情感性，以及寻求高校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等诸多途径，提高高校德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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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高校，无论是人员配置 ，还是教学时间安排与活 

动组织，以及教学设施投入等，都对德育给予了重视，但高校 

德育的效果与人们的期望总存在一段距离，高校花在德育上 

的精力和所收到的效果难成正比，高校德育呈现出低效的特 

征 ，主要表现在高校德育效果差、高校德育效应弱和高校德 

育效益低等方面。高校德育低效一直是教育研究者关注的 

话题，他们从不同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主要原因有： 

忽视德行成本的问题，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没有注重 

学生实际、德育内容与德育方法问题、不良的社会环境、知德 

分离和智德分离 ，等等。_1 由于高校德育的效果更多是通过 

“大学生的品德行为”这一重要指标体现出来的，大学生品行 

良好，这说明高校德育效果较好 ，反之说明高校德育效果不 

佳。而根据心理学家凯利(Kelley，H．H．)的“三维归因理 

论”，对社会行为进行归因时，可以选择的原因有三类：第一 

类属于活动者个人的原因(个人归因)，第二类为环境方面的 

原因(环境归因)，第三类原因是指行为对象或刺激对象方面 

的原因(刺激归因)。 从 目前的研究来看 ，鲜有人从心理学 

的视角分析高校德育低效问题。本文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 

分析其原因，并探索相应的对策。 

一 高校德育低效的心理原因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高校德育低效与受教育者道德接受 

的心理阻抗与心理障碍、德育本身对学生最近发展区的脱 

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心理发展的认识与情感投入不足、学 

校良好德育心理环境的缺失等相关。具体而言，第一个属于 

活动者个人的原因，第二个属于刺激的原因，即大学生道德 

学习对象的问题，后两个属于大学生接受道德教育的环境问 

题 。 

(一)受教育者：道德接受的心理阻抗与心理障碍 

道德接受是发生在道德领域中的特殊的接受活动，道德 

接受活动效果将直接决定德育的实效。如何保证和促进学 

生道德接受的顺利进行，成了教育工作者关注的主题。然 

而，学生是否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德育，取决于诸多因 

素，其中学生道德接受中的心理阻抗与心理障碍对德育实效 

性有很大影响。大学生在发展过程中，受主、客观因素影响， 

固着于其个性结构中的偏差或不完善的认知、情感、意志所 

产生的对德育的漠视或拒绝，影响了德育的有效实施 ，人们 

把这种现象称为心理阻抗。这种心理阻抗的突出表现在大 

学生道德认知同道德实践的反差、道德理想和道德现实之间 

的反差、课堂内外道德的反差等上。_3 J tl,理阻抗会影响大学 

生对德育的态度定势(一tl,理准备状态)，也即他对教师的教育 

是肯定或否定、趋向或回避、喜爱或厌恶、接受或排斥的内 tl, 

倾向性。心理学表明，学生如果对德育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定 

势，那么，他就AJ『晚利地接受德育要求并努力去执行。反之， 

如果学生抱着消极的态度定势，那么他就会对德育要求产生 

抗拒、排斥 tl,理，在这种情况下，德育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大学生的一tL,理阻抗定势得不到有效的改变，就会转 

变为学生接受德育的一tl,理障碍，亦即大学生头脑中所存在着 

的某些思想或 tl,理因素阻碍他们对道德要求、意义的真正理 

解，从而不能把这些要求转化为自己的需要。概括而言，大 

学生道德接受的一tl,理障碍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动力系 

统功能障碍；二是导向系统功能障碍；三是加工系统功能障 

碍；四是调节系统功能障碍。 大学生道德接受一tl,理障碍的 

存在严重制约了高校道德教育的接受效果。因此，要提高高 

校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就必须消除学生道德接受的一tl,理障碍。 

(二)德育本身：对大学生最近品德发展区的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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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学生 

的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学生的现有水平，另一种是学生 

可能的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对此， 

学校根据学生不同个性特点，提供多种德育活动，根据不同 

学生的不同发展程度，开展和调整德育活动方式、方法。教 

师通过仔细观察、了解每一名学生 ，找出其思想品德的“最近 

发展区”，从而引导大学生觉悟的提高，使每一名大学生在自 

己原来的水平上有所提高，达到 自己既定的 目标。 

而事实上，我国高校德育理论往往在强调德育首位时， 

任意拔高关于政治的、信仰的、理想的、自由王国的认同，这 

些“高、大、空”的内容，不仅使德育陷入空洞和运动式口号宣 

传的泥潭，而且使学生感到遥不可及。同时，德育教材内容 

滞后，与新时期社会的伟大变革实践及过程还很不相适应， 

在很大程度上与学生的生理心理发育成熟程度以及思想和 

生活实际相脱节，也使学生觉得这些知识远远低于他们的发 

展水平，换言之，其也是对学生最近品德发展区的脱离。 

(三)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心理发展的认识与情感投入不 

足 

教育者的德性和行为是德育之根本，德育能否达成理想 

的结果 ，并非只是言教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教育者能否深刻 

地认识学生，尤其是其不断发展的心理特征，能否在此基础 

上进行更多的情感投入。但是，现实告诉我们，这些方面我 

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1、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心理发育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 

大学生心理的发育正趋向成熟而又尚未成熟，其心理发展水 

平可以概括为智力发展高峰、欲求发展高峰、善于创新高峰 

等“三大高峰”，同时其 自我意识与 自主意识显著增强。大学 

生的自我意识、求知动机、生存发展需要与高峰状态等使大 

学生的主动发展、自我创造成为可能。因此，对学生进行思 

想道德教育，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要“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 

以人的发展和完善为目的，通过对话、体验等方式激发学生 

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提高主体道德能力，完善 

主体道德人格的教育活动。”L5 而高校德育很大程度上是一 

种以本(书本)为本的物本教育 ，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学生的心 

理特点与内在的需要，把学生由本来的“人”变成了“物”。在 

很多老师心目中，大学生还是容器。显然，教育者对大学生 

的心理发展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 

2、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情感投入不足。著名人本主义心 

理学家布朗在其所著《人性教育》一书中指出：“缺乏情意的 

教学活动，不会使学生产生知性的学习；同理，缺乏心智活动 

的教学，也不能激起学生的意志与感情。”“道德作为一种自 

觉的约束力量，需要有内在的心理基础：情感与理性。没有 

这个基础的依附，道德就只是空洞的说教。” 现行德育中， 

教育者并没有把培育和发展人的情感作为其核心目标，忽视 

了它的德育内化的能力，往往以教多少知识、培养多少行为、 

参加多少活动为满足，缺乏情感性是现行德育的机能性缺 

陷，也是教育者自身不可回避的缺陷。缺乏情感的德育是机 

械的，缺乏情感的德育是苍 白的。如果我们的教育者缺乏人 

文关怀，缺乏以情动情的真实情感投入，不能以信仰影响学 

生，就会发生与初衷相悖的德育效果。当把情感从德育中抽 

离出来，只剩下干巴巴的道德规范知识传授的时候，德育就 

从根本上丧失了它的魅力，影响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甚至会引起很多学生的苦恼、恐惧和别的消极感受，这样的 

德育就没有效果可言。 

(四)学校：德育心理环境有待于优化 

学校心理学环境是一种观念环境，对学校教育和学生发 

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L7 在多样化、多元化和信息技术不 

断发展的社会氛围下，学生们通过各种渠道接受着前所未有 

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教育活动主体内心世界的各种 

因素构成心理环境，对学生的学 习，尤其是道德学习造成了 

不同程度的影响。良好的德育心理环境是大学生健康成长 

的关键，可以增强大学生学习的活力 ，而德育心理环境是一 

个复杂的结构，其中校风、人际关系、生活方式等是高校德育 

的显性心理环境。 

1、校风是一所学校所特有的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习惯和 

群体风尚，体现为一种独特的心理环境。优良的校风有潜移 

默化的导向作用、有力的聚合作用、行动上的激励作用以及 

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的保护、增进作用。而有些高校校风 

不良是客观存在的，具体表现为领导者的工作作风、教师的 

教学作风、学生的学风和职工的工作作风等方面有待改进。 

2、人际环境对大学生的心理状态有较大的影响。不融 

洽的师生关系，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不协调的同学关 

系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这些都会影响教师的教与学 

生的学 ，当然也包括思想品德教育与学习。 

3、大学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娱、体育和校内各种课外活动 

的开展等。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组织 

能力，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还可以陶冶人的情感，健全人的 

性格，而且也能充实和改善人们心理环境的结构。目前，少 

数大学生不良的生活方式，例如沉迷于网络游戏、歌厅舞厅 

等，不仅使自己意志消沉、生活腐化堕落、道德水准下降，而 

且对周边的同学造成一定的影响。 

总而言之 ，高校德育心理环境中总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 

因素，只是表现的程度不一而已，这些不和谐的因素在一定 

程度上不仅影响了大学生的思想品德的主动学习过程，而且 

还会对其良好品行的形成造成负面的作用，这就需要高校努 

力消除或减弱这些不和谐因素，为大学生创造良好妁德育心 

理环境。 

三 解决道德教育低效的措施 

(一 )基点：注重大学生道德学习的心理机制 

道德学习的心理机制是怎样的?心理学 中特别是学习 

心理学中不同学派对此的解释各不相同，例如行为主义、认 

知主义和人本主义等对道德学习的心理机制的认识不同， 

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道德学习的实质、动力和条件作了 

不同的解释。行为主义者强调道德行为的养成 ，认知主义者 

强调道德价值的认同，人文主义者强调道德情感的升华。然 

而，随着他们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研究认为，其心理机制比 

知识学习与技能学习要复杂得多，它是以体验为核心的知情 

行整合学习，既有认知学习，也有行为学习，更有情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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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学习本质上是一种体验式学习o[1O]而体验式学习需要 

教育者创造一定的教育情境 ，引导大学生在充分感知的基础 

上，使心理活动达到一定的能量。 

基于此，我们应该根据大学生道德学习的心理机制开展 

针对性工作。首先，在思想品德等教学过程中要运用多种教 

学手段或媒体，激发并增强学生的体验强度，逐步形成敏锐、 

细致、深刻的情感品质。其次，大学生道德教育应当遵循体 

验式学习过程的特点，重在激发大学生道德学习的需要，丰 

富他们的道德感性经验，促进其实现知情行的整合。再次， 

促进大学生的合作性建构，合作性建构是指个体不是被动地 

接受外界输入的道德规范，而是凭着自己的经验主动地选择 

与创造，并在合作中不断丰富与完善从而形成自己的主体性 

道德人格。合作性构建不仅是一个尝试过程，而且也是一个 

在体验中获得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的过程。面对社 

会及其道德的转型，客观上要求大学生丰富自己的道德生活 

并主动地参与新道德的建构。 

(--)重点：重视德育的情感性 

情感是人的心理过程之一，对人的行为起着近乎决定性 

的作用。列宁曾说过：“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 

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德育是教育的灵魂，德育的根本任务是 

影响人格 ，形成德性 ，而要形成德性就必须要以情感作为前 

提。朱小蔓曾指出“对于个体而言，其道德知识能否成为道 

德观念，主要取决于其情感的投入程度。”有了情感的介入， 

这样的德育就不可能是说教式的、灌输式的。重视德育的情 

感性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在各类教程 中挖掘情感性德育内容。高校要 以“两 

课”为切入点，有机沟通各类课程，挖掘课程中的情感性德育 

内容，培养学生的情感。“两课”要利用感人的案例，激发学 

生的情感兴奋点；其他人文课程要避免逻辑化、概念化，通过 

联系实践讲修身，联系情境讲行为，联系生活讲情操；科学类 

课程要能充分发掘其“善”和“美”的一面，对学生进行真善美 

的教育和陶冶。 

2、在各类活动中让学生体验情感。高校每年都会举行 

一 系列的主题活动，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去让学生体验各种情 

感，如同情心、羞耻感、敬畏感等。同情心是人向善的基础， 

具有同情心才能为别人着想，才能形成美德；羞耻感能使大 

学生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敬畏感，才能规范大学 

生的行为，才能遵纪守法。同情心、羞耻感、敬畏感的培养是 

情感性德育的重要内容。另外，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美感， 

也尤为重要，美感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美的体验，是人们在审 

美活动中对美的事物的主观感知、欣赏和评价，只有准确地 

认识、鉴别生活中美的事物，才能逐步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 

和审美理想 ，培育美好的心灵和崇高的情操。 

3、在师生情感交流中感染学生。要加强师生之间的情 

感交流和凝聚力，以教师的正面形象吸引和感染学生。苏霍 

姆林斯基指出：“为了培养学生的高尚的情感素养，教师首先 

就必须应有高尚的情感素养。”他把人的情感素养比作是调 

准了弦的小提琴 ，他说：“只有调准了弦的小提琴才可以演 

奏。”这要求教师在在德育活动中动之以情，通过感动人的教 

育，使学生在感动中朝着美德的方向发展。 

4、创造有利条件，使学生形成积极的情感状态。积极的 

情感状态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充满自信，对学习有兴趣，自尊 

心和成就感不断得到满足，有正常的归属感、安全感、依恋感 

等等。德由情生，学生的这些积极情感状态 ，是学生道德成 

长的基础，也是他们发挥能力的钥匙。 

重视德育的情感性，培养学生的积极情感，有助于提高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利于不断消解他们在德育学习中形成 

的心理障碍，以提高德育的有效性。 

(三)方向：寻求高校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 

现代德育正朝着“整体性德育”、“主体性德育”、“学会选 

择的德育”方向发展，这些都在不同层次、不同侧面涉及学 

生的心理层面，加之社会转型期学生正面临一系列心理冲 

突与抉择，使德育无法回避心理教育问题。现代学校德育 

要想提高其实效性，必须与心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 

丰富其内涵，扩展其功能。对此，有研究提出要从德育的目 

标 、内容和方法三个方 面对德育与心理教育进行融合，以期 

构建以心理教育为基础，以德育教育为导向的模式。_lu 

基于 目前的德育现实以及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 

可行性，我们要将两者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两者在育人活动 

中的独特作用，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1、德育工作者应该从心理健康教育中吸取知识，不断更 

新德育观念。这又要求我们抛弃过去德育只注重学生的整 

体思想水平，忽视学生的个体需要的做法；要借鉴心理健康 

教育中的团体辅导等模式，重视学生的主体性、情感体验，不 

断消除他们对简单说教的反感和抵制心态，缩短师生双方的 

心理距离，增强师生的心理相容性；要使学生的政治思想、行 

为规范和心理素质得到协调发展。 

2、心理健康教育应以正确的德育观为导向，强化工作的 

力度。一方面，大学生的个性品质如何扬长避短，大学生良 

好的个性品质得到有效发挥，都需要依靠正确的德育观给以 

有效引导；另一方面，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借助德育丰富的实 

践活动，来增强学生的心理调控能力和完善其意志品质。 

3、以性格为切入点，实现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双向 

结合。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密切联系最集中地体现在人 

的性格上。性格是个性中具有核心意义的部分，性格在人的 

个性当中处于核心地位。这首先是因为性格具有社会评价 

的意义，人们可以对某种性格特征的社会价值进行评判，往 

往能显示一个人品德的好与坏。良好的性格特征，或是形成 

优秀品德的基础，或是优良品德的直接组成部分；不良的性 

格特征往往易导致严重的思想品德问题，甚至会产生反社会 

行为。培养良好的性格与形成先进思想和优秀品德是同一 

德育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性格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世界观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另一方面性格又是形成优秀 

品德和世界观的基础。所以，以性格为切入点，实现德育与 

心理健康教育的双向结合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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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Low Efficiency of Morality Education in Higher 

Learlang Institutions from th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LIU Zhi—jian 

(Hunan University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na) 

Abstract： From th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the low efficiency ofmorality education in higher learning insti~tions has much to do 

with the followings：the educateee’s psychological resistance and psychological balTier of accepting morality education，the educat~’s inade— 

quate understanding ofthe educateee’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educator’S insufficiently affective inveslments，the morality educa— 

tion’8 separation from the咖 dents’recent developmental zone．and the impact ofthe schools’mo rality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Thus，it needs I1s to pay mo13~attention to students’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morality learning and to the affeetive natul~of morality，80 as 

to find out the methods ofintegrating morality education with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 rality education 

in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Key words： morality ed ucation in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psychology； ref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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