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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型德育模式”———是一种希望内

在地借鉴审美精神，以实现“解放教育对

象”和“提升教育对象”双重教育使命相

统一的德育实践模式。“哪里有压迫，哪

里就有反抗。”所有对于德育及其模式的探

索，其实都来源于我们对德育理想的追求

和对德育现实的不满。我们为什么需要建

立“欣赏型德育模式”？基本理由有如下两

方面。
一方面，德育实践的呼唤。不管我们

如何看待教育，积极或者消极，恐怕都很

难对我们的德育有较高的评价。从美国的

校园枪击事件的频频发生，到日本以欺侮、
校内暴力、逃学、班级崩溃为主要特征的

“教育荒废”现象的日益严重，再到我国普

遍存在、几十年无以改变的“德育实效底

下”的局面……德育，尤其是学校德育状

况几乎一直是四面楚歌。这一局面无法改

变的原因之一是德育的强制灌输模式。因

此，专门、专业的对策意味着我们必须找

寻一种坚持价值引导但又不回到强制灌输

老路上去的德育模式。而借鉴美学精神与方法，让

道德与德育之美吸引、引导学生道德成长的“欣赏

型德育模式”应当是最为专门、专业的方案之一。
此外，一种德育理论如果希望能够以实践可以消化

的中介方式介入实践，仅仅以观念或者理论形态出

现是不够的。它需要完成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将抽

象的观念做“回到实践中去”的感性处理，让人明

白，而且给人以符合、贯彻这一观念的具体工作的

建议和榜样。因此，选择“模式”研究是德育理论

走向德育实践的必由之路，因为“模式”是理论的

简约化形式，模式是理论到实践的中介形式。
另一方面，理论建设的需要。在德育理论的建

设方面，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个是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德育

理论上“拿来主义”和“拿去主义”的关系问题。
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德

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特别关心和痛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和所有理论一样，德育理论建设当然也需要与

实践建设真实的生命连接。没有“从实践中来，到

实践中去”，德育理论就不会有活泼的生命

力，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虽然中国

德育理论界充斥着大量的假冒伪劣的“专

家”和“理论”，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德育理

论建设十分薄弱，而病态的理论和实践关系

是这一现状的罪魁祸首之一。仅有的一些有

思想的理论往往仅满足于书斋里面的生存方

式，没有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从而加剧

了在德育理论上劣币压迫良币的“逆淘汰”
现象，也加剧了德育重视程度“高”与德育

实践专业程度“低”之间的矛盾。而由于与

实践的绝缘，德育理论的发展失去了本来应

该有的动力而愈加弱不禁风，没有对德育现

实改造发挥应有的影响力。由于“模式”具

有理论到实践的中介性质，我们认为：解决

德育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的重要出路之一就

是强化德育模式的研究。所以，“欣赏型德

育模式”是理论研究也是实践研究，是德育

研究本身也有的方法论思索。
20 世纪中国人基本上是走“拿来主义”

（向世界上先进的文化学习） 道路的，而 21
世纪的中国人应当注意做“拿去主义”的努力，

即：我们不仅要向世界学习，而且应当向世界贡献

或者“输出”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智慧。在德育理

论方面，最近一百多年的时间中，中国学者和德育

工作者也都基本上是在做“学徒”，现在应当是认

真考虑确立我们的自主性，逐步达到“出师”水平

的时候了。而只有有了自己学术上真正和独特的贡

献才可能确立我们的自主性，才能“出师”。不管

如何评价“欣赏型德育模式”的现有研究，我们都

可以的是：这是一个秉承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德育

思路———它既反对绝对和强制的价值灌输，又反对

完全虚幻和放任的价值相对主义。它希望走一种

“中庸”的教育之路，而且是“兴于诗、立于礼、
成于乐”，让德育成为一种“乐教”或“诗教”的

事业。故我们希望“欣赏型德育模式”这一具有中

国文化特色的德育模式探索能够成为未来中国德育

理论落实“拿去主义”路线的若干起点之一。
（摘编自 《让德育成为美丽的风景———欣赏型德

育模式的理念与操作》，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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