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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新品格教育谈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效能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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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20世纪 80年代回归的美国新品格教育现已成为当代美国社会的教育共识。文章从我国学校道德教育中所

存在的 /重智轻德0、/重智轻能0等倾向, 社会的有效教育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以及在现代信息社会冲击下德育环境所遭

遇的严峻挑战等突出问题入手,期望能从美国新品格教育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中获取一些借鉴, 吸取有益的经验, 以达到

改进我国学校道德教育低效的现状和优化我国现有的道德教育模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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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美国道德教育的主题经历了古典品格教育 ) ) )

相对主义和过程主义 ) ) ) 新品格教育的嬗变。于 20世纪

80年代回归的美国新品格教育是古典品格教育在现代社会

衰退之后的再次复兴,现已成为当代美国社会的教育共识。

美国新品格教育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法上都有将多种理论

和主张进行吸收和整合的痕迹, 同时它还是在新的历史阶段

/针对美国现代道德教育的困境和解决青少年道德问题 (如

价值衰退、权威丧失、极端个人主义、青少年失范等 )而产生

的0 [ 1]。与此相对应的是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以市场经济为

主导的整体社会转型期, 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以及人们的价值

观念、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在我国也出现了

与美国类似的现代社会道德问题 (包括青少年道德问题 ),

虽然中美社会制度、历史文化背景迥异, 但在建构道德教育

模式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学校道德教育低效这一问题上却是

两国面临的亟需解决的共同课题。本文通过对造成中国学

校道德教育低效的现状分析, 希望能够从美国新品格教育对

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中获取一些借鉴, 吸取有益的经验, 以

改进和优化我国现有的道德教育模式。

一  我国学校道德教育的现状

道德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并且具有迟效性、多效性

的特点。对于道德的形成不仅是一个主动、整体建构的过

程, 也是个性化和社会化统一的过程, 它是多方面综合因素

共同影响的结果。在我国的教育政策、教育方针中一直十分

强调道德教育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 但是,迄今

为止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当代教育研究者,那就是学校德

育的实效性始终无法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目前, 学校

德育过程中 /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是, 青少年在调查和问卷

中所表现出来的较高水平的道德意识与觉悟和现实中的道

德价值观模糊乃至行为失范的强烈反差和冲突, 以至到了高

等教育阶段,我们还不得不进行基础性的道德知识教育和基

本的道德行为训练。0 [ 2]可见, 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进

学校德育工作,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仍然是一个

任重道远的课题。

(一 )现行的教育体制和道德评价标准有待改进

1、我国的教育体制存在 /重智轻德0倾向

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对人才的选拔仍然是采用应试教

育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重智轻德0教育现象的产

生。尽管很多学校感到压力很大,毕竟学校对学生的道德成

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由于升学率是考核教学工作的重

要指标,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就不得不把智育当作硬指标, 他

们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使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和达到相应

的分数标准, 从而使道德教育变成了软指标。与此对应的

是,这样的教育环境也影响着家长只看重孩子在学校的学习

成绩,孩子能否进重点中学、名牌大学成了家长们唯一的心

病,至于学习以外的任何事情 ,我们的家长都心甘情愿的全

部代劳。可见,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 学校的教育、家长的叮

咛、社会的评判全都围绕着应试这个指挥棒, 于是大家不约

而同地忽视了道德教育, 致使一部分学生缺乏理想、缺乏责

任意识。如果能在学科课程的考核中注意对学科态度、兴趣

的考核以及在升学考试中纳入对品格方面的考核等, 应该是

很有益的尝试。

2、德育课自身的评价标准陷入 /主智主义0泥潭

我国学校的德育往往以智育的方法进行或代替德育,以

客观知识的灌输和量化的考试成绩代替真实情景中的道德

评价。但显而易见的是, 学生具有正确的道德认知,并不等



于学生就具有相应的道德水准。学生在考试中能取得好成

绩, 只标志学生对道德知识掌握得好, 能够用自己掌握的道

德知识来分析道德现象。然而, 德育知识只是德育的前提条

件之一, 而不是德育的全部,道德知识的多少不代表一个人

道德水平的高低。就好比不知道什么是 /见危授命 0的农

民, 在别人危难之际能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而一个能回答

什么是 /见危授命0的大学生却会对此熟视无睹, 谁的道德

水平高呢? 学校德育过分注重道德认知而非道德行为的养

成, 就会形成道德领域中 /高知低行0的现象。同时这也正

说明, 我国道德教育评价对象的错位 (不评道德只看分数 ),

是我国道德教育长期处于低效甚至无效的重要症结所在。

(二 )社会的有效教育资源有待整合和优化

我国的学校道德教育仍然被知识化、学科化的教育思维

所主导。这反映出来问题在于:学生现在的学校生活、家庭

生活的道德价值取向与学校道德教育不具有一致性,甚至相

互矛盾, 而且课程要求的一些价值和美德脱离学生实际的生

活经验和生活空间。然而, 学校的道德教育应该考虑到如何

在学生生活空间的转换中展开, 为他们以后走出家庭、社区

等熟悉的环境后的道德交往做准备。另外, 在中国, 学校道

德教育缺乏实效性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家庭和社会有时

并没有对学校的德育成果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极有可能消

解着学校的德育效果。人们常说的 / 5+ 2= 00现象 (指学生

在学校接受 5天的教育, 双休日在家无人管教或教育不当, 5

天来的教育效果就化为了泡影 )就形象地说明了学校、家庭

和社会等不同生活空间在学生德育过程中的作用。可见, 如

何把学校、家庭、社会三个育人途径通过互动和整合,形成一

种道德教育奠基于家庭 ,启动于学校, 实践于社会的整体的、

有机的育人模式, 是我国学校德育工作应不懈努力方向。

(三 )现代信息技术裹挟下的德育环境有待重视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 社会信息化使得学校德育处

于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 学校的围墙越来越只具有形

式上的意义。随着网络使用率和普及率的提高,教育者原先

具有的对于学生信息控制和道德行为指导的优势地位受到

了有力的挑战。同时, 网络交往超时空性、虚拟性的特点, 使

得昔日遥不可及的东西也变得近在咫尺,成为个人体验的一

部分, 也使得现代人有了逾越现实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机

会空间。在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观、道德

观、价值观,如何做到去伪存真显然给学校的道德教育带来

了额外的困难和挑战, 也必定促使着学校德育的传统理念和

方法发生深刻的转变。对此, 专家认为, 正在进行的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难点和突破点正在于德育课程实施的实

效性。那么, 如何整合利用大众传媒,提升德育的实效性成

为新的急需研究的课题。

二  美国新品格教育启示下我国学校德育工作的当代思考

记得美国一个品格教育项目的主席曾讲过, /没有知识

的品格是虚弱的, 没有品格的知识是危险的和对社会的潜在

威胁。如果从我们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人有才气而不诚实,

智力过人而不关心他人, 高创造性但缺乏责任感, 那么美国

就不能强大0。这一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关心自己国家利益的

有识之士的近忧远虑,也促使品格 ) ) ) 素质教育运动成为当

前世界学校教育引人注目的教改内容。笔者完全有理由相

信,作为有着近百年历史的美国品格教育研究, 在其自身不

断完善的过程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现代方法论价值, 以之为

镜,虽然不能得到药方,但是可以加深学校对建构现代道德

教育的理解。正如美国道德哲学家威尔逊指出的, /正当中

国教育工作者面临着文化与社会变迁现象横扫全国而竭尽

全力,以便有效果地教导下一代良好的道德标准时,或许可

以从美国过去的经验里、从他们的错误与成功中学习到有益

于中国的教训0 [ 3]。

(一 )德育要在重视传统资源的基础上适应形势的变化

从美国品格教育的历程中我们看到, 自 20世纪 80年代

以来,美国道德教育理论界出现了从重视培养道德判断能力

向重视培养道德习惯和道德情感的转向, 重新探讨被现代人

所忽视的传统道德教育因素。比方说, 追求道德共识的内

容;注重道德习惯和道德意志的培养;依靠家庭、社区等机构

的教育力量等,这些无疑是传统道德教育所重视的内容。然

而,美国的新品格教育又辩证地看到 /传统品格教育是一种

片面强调社会的道德规范的直接灌输的规范性道德教育,不

注重甚至排除人的道德主体性0, 而作为现代的品格教育则

/既让学生获得社会所要求的价值和美德,又不丧失其主体

性,体现了主体性和规范性的统一 0 [4]。同样, 我国在悠久

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给我们以警示,如

/大学之道, 在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0 ( 5大学6 ) ; /好学

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 则知所以修

身05中庸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

载物0 ( 5周易6 )等等。但我们同样不能一味地追求 /传统0

社会的那种和谐, 而只是说可以从那样的传统社会汲取智

慧。 /我们也不否定现代社会对传统的批判, 但必须对批判

本身进行再批判,因为人类社会就是在信任与怀疑的平衡中

成长的0 [5]。当代中国学校德育的社会环境正面临着一个

不容忽视的特殊情境,那就是各种各样的大众传媒 (如电视

电影、报纸杂志、书籍和互联网络等 )对当今青少年道德品质

塑造,它们亦然成为如今道德教育的 /隐形课程0,正塑造着

一代青少年道德面貌。对于此,我们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只能

是努力寻求新的德育模式和传播手段对其做到趋利避害。

(二 )德育要形成学校 ) ) ) 家庭 ) ) ) 社会三位一体的育

人网络

/长期以来, 在美国, 家庭、学校和教堂被视为对孩子进

行道德教育的三大机构。当前美国的品格教育运动, 不仅涵

盖了传统的三大道德教育机构,而且扩展和渗透到了更为广

泛的社会各界,乃至于从政府到地方, 从社区到家庭都形成

了一种培养儿童良好德行的社会氛围, 并在国家政策和资金

援助上给予切实地保证。0 [ 6]美国新品格教育的实践证明,

只有在学校和家庭、社会的通力合作下才能有效地开展道德

教育。换句话说,道德教育并不是学校的专利, 一方面我们

要重视学校在道德教育中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 另一方面我

们更应该将学校的德育工作从沉重的不合理的过度责任中

解放出来,正视学校、家庭和社会各自的德育责任和德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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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虽然, 我们在理论上也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 现实的状

况是, -社会教育 . 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甚至仅仅停留在口头

上或文件中0 [ 7] ,学校往往是孤军奋战, 缺乏家庭和社区的

积极参与。借鉴美国新品格教育多样的实施途径的做法, 我

们首先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确定普遍有效的道德共识, 即核

心价值, 据此来组织学校、家庭和社会里的各种因素。然后

将凡是能影响到学生品格发展的所有外在因素都要整合起

来, 如已有的教学和课程、已有的教育活动、社区组织、学校

和社区的各种服务活动、学生家庭及所属居委会、企事业单

位等形成道德教育的环境。同时 ,这种整合具有相应的制度

或组织、领导机构、人财物基础来加以保证。一句话,就是建

立起全社会都关心教育、关心下一代成长的意识和操作方

式。虽然这种德育机制的建构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应该

成为一个目标需要为之不懈的努力。

(三 )德育要旨在培养学生知、情、意、行的统一

/美国的 SCANS报告 ( 1993, Secretary s' Comm ission on A-

ch iev ing N ecessary Skills)提出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

包括认知与技能、情感和价值、意志和行为三大方面的素质

品格。该报告有以下几个特点: ( 1)重视了以往忽视的情感

和意志方面。情感方面有善良、同情、礼貌、诚实、勇敢等, 意

志方面有雄心、适应变化、目标设置、自我决定等; ( 2)在传

统的认知方面补充了新的成分,例如信息技能、全球思维、创

造性、对竞争压力与文化变迁的意识等; ( 3)不像以往只是

把人作为劳动力考虑, 还从人自身的发展考虑, 例如乐观、正

直、善良、参与群体、与意见不同者共处等 [ 8]。0可见, 道德教

育应该是一种 /全人0教育, 不仅要发展道德判断能力,也要

重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实践的教育价值, 这样才能

趋向知、情、意、行的统一。然而,我国学校德育一直存在 /知

识本位主义0倾向,德育被异化为道德知识的传授以及学生

对其熟练地背诵、记忆。但不可否认的是, 道德的形成除了

/知晓0之外,还需要真正融入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认同, 从

而能为了达到某种道德目的而产生自觉能动性并付诸实践。

因为 /正如其他技术一样, 我们首先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获得

美德。, ,例如, 建造房屋, 才能成为建筑师; 弹奏竖琴, 才

能成为竖琴手。同样, 我们做公正的事情才能成为公正的,

进行节制的活动才能成为节制的,表现勇敢的行为才能成为

勇敢的。0 (亚里士多德 )总之, 道德的形成必定伴随着相同

的实践,要让学生在真实的践行中对其加以认同、接受和内

化才有可能培养学生的自律。德育工作要是能从 /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持之以恒0这四个方面着手,将会对

德育实效性的提高大有裨益。

除此之外,学校德育实效性的提高还可以细分到如制定

适合我国德育发展状况的道德教育目标, 教育内容的选择要

符合实际以及道德教育立法的制定等等。美国新品格教育

在一定的理论预设中对我国的道德教育实效性的提高以明

示。作为学校德育实效性的研究,又切不可脱离中国社会的

土壤,必须始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校德育过程和学生的道

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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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ss the Improvem ent of E fficiency ofM oral Education in Chinese

Schools from Studying On New Character Education in American

X IAO Y 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In the 1980 s', the re turn o f new character education has becom e an educational consensus of contem porary soc ie ty in

Am erican. In th is paper, we hope that w e can get som e references and abso rb usefu l exper ience to improve the e ffic iency of them ora l

education in Ch inese schoo ls and optim ize the ex isting mo ra l educa tion m ode in our country by analyzing the m a in problem s includ ing

the tendency o f/ inte lligence ism ore important than the mo ra l0, / inte lligence is m ore im po rtant than the ab ility0, the ineffic iencies of

community educa tion resources and the cha llenges encountered by them ora l env ironm ent under the impact of modern inform ation soc ie-

ty.

K ey words:  America;  new character education;  e ffectiv 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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