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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的挑战与途径

陈 玉琨

社会的思想道德是影响学校德育的重要因 。 这
一

目标的行为特征是某一价值或价值复

素 。 当前我国社会思想道德状况不容乐观 ， 社会 合体为学生所内化 成为持久影响其行为的个性

行为的失范严重影响 了学校德育实效 学校德育 特征 。

实效的降低又加剧了社会行为的失范 。 这种状况 按照克拉斯沃尔等人的研究 ，人的情感形成

若持续存在 ， 将会对我们的 民族造成灾难性后 过程可以说是一种
“

内化
”

的过程 。 所谓
“

内化
”

是

果 。 在这样
一个背景下 探讨如何提升学校德育 对现象或价值逐步地 、普遍地成为个体的

一

部分

实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这样
一

种过程的恰当的描述 。 那么 这个过程是

一

如何发生和发展的呢 ？ 克拉斯沃尔等人认为 ：

“

情
一

、

感连续体是从个体仅仅觉察到某种现象并能够

思想道德包括人的态度 、价值观 ，这都属于情 知觉到它这样一个层次出 发的 。 在下
一个层次

感范畴 。 要研究怎么去提升德育 ， 怎么去提升思 上 ，他愿意注意某些现象。 再下一个层次 ，他对这

想道德建设水平 ， 就不能不了解人的情感是怎么 些现象作出反应时具有积极的感情 。 最后 ， 他的

形成的 ，从情感形成的规律 中去探索学校学科教 感情可能强烈到 以特别努力 的方式来作 出反应 。

学中德育提升的办法 。 在这个进程的某一点上 ，他把 自 己 的行为和感情

关于人的情感发生 、发展的过程 早在 世 概括化 ， 并把这些概括化的东西组织成一个结

纪 年代美国学者克拉斯沃尔 构 。 这个结构不断增加复杂性 ， 以致成为他的人

等人就 以教育 目 标分类的 形式发表了他们的研 生观
”

按照克拉斯沃尔等人的观点 ，
人的情感

究成果 。 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 ，情感 目标可以分 就是这样
一步步从接受开始 最终成为人格特征

成以下五个方面 。 形成的过程 。 根据克拉斯沃尔等人的研究结果 ，

一

是接受 、注意 。 这
一

目 我们大体可以把情感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

标的行为特征为学生对某一现象敏感 ，表现出愿 第一阶段 ： 接受外部刺激 。 任何人的任何情

意接受或关注的倾向 。二是反应 。 这一 感都是从接受外部刺激开始的 ，如萨特存在主义

目 标的行为特征为学生对某一现象具有足够的 等哲学命题对学生来说都是刺激 。 在学科教学

动机与兴趣 从而主动地作 出反应 。 三是价值的 中 ， 刺激就是教师在课堂中呈现 的各种教学 内

估价 。这
一

目标的行为特征是学生对某物 容 ， 情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 不同的教学

或某事产生喜欢或厌恶的态度 。 四是组织 内容提供不同的刺激 ，它对学生思想态度的形成

这一 目标的行为特征为学生把某一或某 有着不同的影响 。

些价值认识综合到价值等级系统中去 ，并区分 出 第二阶段 在接受外部刺激的基础上 对不同

其重要性程度 。
五是由价值或价值复合体组成的 的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 。

一般来说 ，

“

接受
”

是被

性格化
（

动的 ，

“

反应
”

则与此不同 ，它通常是人们的
一

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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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行为 。 如学生对存在主义感到好奇 ，
于是就 情感 。

会去找萨特的哲学专著 、文学作品来读 ，会主动 第五阶段 ： 观念向信念的转化。 这就是把观

到大学去旁听萨特存在主义的哲学讲座 。 实践表 念与观念体系转化为个人的意志 ，从而形成 自 己

明 ，我们所提供的刺激与反应主体的兴趣 、好奇 的信仰 。 这是
一

个 日积月 累潜移默化的过程 。 然

的
一

致性程度是影响外部刺激转化为反应的最 而
，
人一旦形成了某种信念 ，他就会用这一信念

重要因素 。 要引起人们对特定剌激的反应就要引 指导 自 己 的行为 ， 甚至为这一信念抛头颅 、洒鲜

起他们的好奇 使他们能对这
一

刺激产生新鲜的 血也在所不惜 。

感觉 ，有种想去了解的冲动 。

第三阶段 ：对特定客体作出判断 。所谓
“

估价
”

、新时期子生 仏建设面 纖战

就是判断 ， 即认定某一客体是好的还是坏的 是 由 于社会的变迁 ， 新时期我国未成年人思想

对的还是错的 ， 是肯定它还是否定它 是接受它 道德建设面临着诸多新挑战与新 问题 ，这主要表

还是拒绝它 。 人对特定客体的判断总是在 自 己的 现在以下方面 。

体验或原有经验基础上作出 的 。 个体的体验有多
一

是外部刺激的多元化 。 人的情感都是由外

种形式 ：

一是 自 己亲身的体验 ， 即我们所亲身经 部刺激引起的 。 然而 ， 转型期社会价值观念的多

历的生活
；

二是在对社会生活观察的基础上引发 元化 、学生行为社会评价 的多元化 、 数字化时代

的感受 ；
三是 自 己 的行为引发的社会评价 等等 。 信息渠道的多元化 ，使得学校不再是学生获得外

如
一个贫困生进人某校就读 ， 由 于生活的贫困而 部刺激的唯一 ，

甚至不再是主要渠道 。 这就给学

受到学校与同学 的歧视 ，这就很容易让他接受萨 校思想道德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

特存在主义
“

他人是地狱
”

的观点 。 反之 如果在 二是学校德育的简单化 。 处于青春期的学生由

学校他始终能得到教师的关爱与同学的帮助 ，那 于好奇心 、新鲜感与冲动决定简单重复很难引起他

他很 自然地就会相信
“

人间 自有真情
”

的道理 。 们积极的反应。 以往 学生的思想观念大多来 自课

第四阶段 个别判断的体系化 。 在
“

估价
”

阶 本和课堂 如今 ，在人们走进多媒体时代以来 ，忽然

段 人们形成的判断是个别 。 在体系化阶段 ，人们 发现很多媒体 ，如电视与网络视听并举 ，极尽撩拨

就开始把某一或某些价值认识综合到价值等级 的方式刺激着未成年人的心理与大脑 。 这就注定了

系统中去 。 如在有些人看来 ，行为 目 的是最重要 学生对学校德育活动兴趣的缺失 。

的 。 为 了救人 ，不惜偷钱去救贫困的病人 。 但在另 三是社会行为的失范 。 社会行为的失范包括

一

些人来看 ， 手段和 目 的处在同样的等级之上 ， 教师行为的失范 ，以及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特殊

尽管他十分想帮助生命垂危的病人 但他绝不会 地位 使学生获得与学校理论说教相反的生活体

用偷窃这种手段 。 由 于每个人的观念结构不同 ， 验 ，这很难形成学校对他们预期 的判断 。 如前所

导致其观念体系的不同 。

“

组织
”

就是把各种个别 述 ，学生的
“

估价
”

总是在 自 己 的经验与经历的基

的判断综合成一个人价值观 的体系 ，形成
“

人生 础上形成的 。 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定程度的腐败

观 、价值观 、世界观
”

的过程 。 理解这
一

过程对提 现象 ， 与他们身边的成年人不良 的生活方式 ，使

升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有着重要意义 。 如爱国主 学生获得与学校道德说教并不相同 的体验。 教师

义教育是思想道德教育 的重要 内容之一 。 热爱 作为与学生交往最多的成年人 ，他们的言行对学
“

生我养我的故乡
”

，
这是爱 国 ； 热爱社会主义 ，热 生有着更大的影响 。 但当前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

爱共产党领导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 ，这是另一层次 有些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并不很高 ，他们失范的个

上的爱国 。 后者是
一

种组织化 、体系化的判断和 人行为直接影响 了学生人生态度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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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教育的分割与无序 。 德育有着 自 身的逻 对学科进行整体把握 的
“

产物
”

在整体把握过程

辑 因而 ， 它应 当特别重视教育的过程性 、有序性 中 ，教师的任务是在提供的所有刺激 中去选择我

与针对性 。 当前 ，
不少学校德育中针对性的缺失 们期望引起学生关注的刺激 。

是造成学生观念体系混乱的重要原因 。 任何一 门学科都是知识体系 和价值观体系

五是对教育效果的短期追求 。 如今 ， 部分学 的统一 。 为此 ，教师要善于发现其中的思想道德

校在育人方面重形式 追求短期效应 ，这些问题 教育内涵 提高我们对刺激的辨别能力 。 比如 ，在

的存在难以使学生形成坚定的人生信念。 让学生 学校文科课程中就包含着爱国主义 、 社会意识 、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不易 ， 使学生将正确的价值 责任意识 、爱心 、诚信等各方面的 内容 ，作为文科

观念转化为人生信仰更难 。 教育是一项长远的事 教师有意识地感知教材中的这些 内容与刺激 ，是

业 。 然而 ， 目前社会上浮躁的心理与急功近利的 提升德育功能的第一步 。

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校的教育 。
一切 努力激活学生对刺激的认知和汄识

企图在短期内创造出思想道德的神话 ， 都是无视 教师要努力激 活学生 对刺激 的认知 和认

学生思想道德发展规律的 。 显然 ，这对学生形成 识 ， 即引发学生对内容产生反应 。产生反应 的前

坚定的人生信念是非常不利的 。 提是对文章内容产生好奇与 冲动 ， 从而产生深

、
，

，
刻的影响 。

从识知获取 度来说 ，刺激若要转化为学

实践表明 ， 提升学校德育实效离不开课堂 ，也 生的反应 ， 则依赖于学生对刺激本身的好奇 、新

离不开教学 。 所以 ，如何开发学校学科教学中的德 鲜感和认知的 冲动 。 因此 我们只有结合学生对

育功能 ，从而提升学校的德育实效 ，是新时期各级 刺激的认识 ， 才有可能让学生做出预期的反应和

各类教师担负的非常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 行为 。 所以 ，不管文科或理科 ，教师在内容选择和

学科教学的德育功能是客观存在的 。 有效的 表述的时候要强调 内容的
“

三味
”

，
即 口 味 、美味

学科教学 ，能把原来人们忽视的客观存在的德育 与鲜味 。 教师在整个德育功能开发过程中 ，

一定

功能充分挖掘 出来 ，使它从潜在功能变成现实功 要从学生出发 ，
通过最佳的手段和途径 ，让学生

能 ，
这就是学科教学德育功能需要

“

开发
”

的 问 产生认识的冲动 ，做出积极的反应 。

题 。 有人说
“

学科渗透
”

，

“

渗透
”

是把
一

事物从外 我们要引起学生的
“

三味
”

有两个问题需要

部加入到另
一

事物之中 ，显然 ， 这不符合学科教 关注 ：

一是防止
“

贴标签
”

， 如一味地政治化 ，把德

学具有多种功能的事实 。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开 育功能简单化 ；
二是简单重复 ，

即方法和 内容的

发学科德育功能呢 ？ 根据人的情感形式规律 ，教 重复 ，这很可能引起认识疲劳 。

学德育功能的开发可以从下述几方面入手 。 积极强化预期的学生反应

精心选择外部剌激 提卨学科教学的
“

品位
”

教师在引起学生的积极反应后 ，要强化对预

教材中包含丰富多彩的内容 ， 如何在这些 内 期行为的肯定 才能达到我们估价的标准 。 教师

容中把握它本身所具有的德育 、教育 、人文的意 在课堂上要及时对学生的行为做出评价和判断 ，

义 ，是教师应具备的技能 。 这个评价和判断要促使学生形成我们期望的观

不同水平的学科教学有不同的
“

品位
”

。 在语 念 ，以下三项工作值得重视。

言教学中 ， 如果仅仅停留在字 、词 、句的基础上 ，
第一 ， 强化对学生预期行为的肯定 。 首先要

就体现不出这篇文章的意境 体会不到作者深刻 肯定学生 ， 教师要不惜 自 己赞扬 的语句 ， 对学生

的思想内涵 。 从这个意义上说 ，学科品位是教师 进行肯定 比否定更能起到教育的作用 ， 建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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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多看看学生的优点和长处 ， 学会欣赏学生 。 重育分轻育人 ， 因而就不可能把学科德育功能开

第二 ， 强化最好是在集体中进行 ， 即在班级 发当成 自 身重要的任务 ， 更不可能当成课堂教学

里 ， 在学生中进行 。 在课堂 中及时进行表扬 ，
通 中最核心的任务 。

过个体 ， 教育群体 。 要达到教育学生的 目 的 ，就 其次 ， 教师对情感发展规律的认知 。 教师对

要尽力使教学功能最大化 ， 其 中最重要 的途径 学生情感发展的规律不理解或理解甚少 对何时

就是对学生在集体中进行教育 ， 这可以放大教 应当提供什么样的刺激 何时应当给学生创造怎

育的功能 。 样的体验 没有把握 。 这样的教师尽管有教书育

第三 ， 可 以用 多种形式进行强化 切忌固定 人的动机 但没有教书育人 的能力 ， 在学科教学

不变 。 中发展不了学生的德育潜能 。

系统设计德育 目标体系 最后 ，教师本身的情趣 。 不可否认 在我国中

这里主要指思想道德建设的 目标体系 。 所谓 小学有极少数教师本身的情趣不高 ，依靠他们显

系统设计 ， 即要求教师要从 自身的情感与认知出 然是不可能提升学生的情趣与思想道德水平的 。

发 ，整体分析课程具有哪些德育内容 ，然后把它 因而 ，要提升学校德育就要从提升教师的品

概括 、提炼为德育 目标 ， 并在 以后的教学实践中 位人手 。

逐步落实 即整体设计 ， 分步操作 从而使学生形 教师的情感决定了教学的情感

成一个观念的体系 。 情绪是靠感染的 教师的情绪 、情感决定了教

形式多样
，
潜移默化 坚定学生预期信念 学的情感 。 若教师没有情感 ， 学生的情感就调动

不要以为学生信念的形成可以
一

蹴而就 ，这 不起来 。 为此 ，学校需要创造一个充满激情的校

是违反情感发生的客观规律的 。 在学校教育过程 园 ，首先要让教师在 园中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与工

中 ， 要利用多种教育途径和形式 ， 使得学生的信 作的价值 ，从而使他们满怀激情地投人教育教学

念一点一点地得到积累 这是很重要的 。 因此 ，造 工作之 中 ，让他们在校园里快乐地工作 ， 幸福地

就高素质人才 需要我们持之以恒 。 生活 。

教师的能力决定了学科德育效果
四 、开发学科教学德育功能对教师的要求

教师的能力包括教师的专业精神 、专业道德 、

作为教师 ，要努力提升学科教学的实效 ，
开发 专业素养与专业技能 。 学校德育 ， 尤其是学科德

学科教学的德育功能 。 要做到这一点 ， 以下几个 育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工作 。 学校德育实效的

方面需要特别加以关注。 提升需要教师对德育规律的深刻把握 ，对学生现

教师的品位决定了教学的品位 状的深人了解 ， 对学生思想道德发展的过程与次

所谓教师的品 位首先是教师对 自 己承担的 序有深厚的理解 。 只有正确的 目 标 ， 没有正确的

历史使命的理解与担当 。 江苏省锡山高中唐江渗 达到 目标的途径指引 ，
目标的达成在大多数情况

说
“

兴教当以百年计 ， 育人当为百年谋……如果 下是事倍而功半的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南辕北

说中国当今教育还有许多饱受诟病的地方 ，积弊 辙的 。 翮

之由大概多是以眼前之虑替代了百年大计 ，用膏 参考文献

粱之谋遮蔽 了生命之树 ，急功近利的倾向让本来 美 克拉斯沃 尔
、布 卢 姆等 编 ，

施 良 方

雍容大度的教育变得短视 、浮躁 、萎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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