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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小学德育的启示 ①

赵红莉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皮亚杰将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划分为前道德、他律道德、自律道德和公正４个阶段，并从本质上揭示了
儿童的道德发展是由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转化的。中国当前道德教育存在高调低效的特征，而皮亚杰的道德认知理论

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作用。德育要符合学生的认识水平，发展道德思维，提高道德认识，积极开展各种活动，让

学生参与民主管理，改革德育教学模式，促进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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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皮亚杰道德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皮亚杰采用独特的临床谈话法，又称为诊断法，来了解儿童的道德思维发展过程。这种方法实际上

是自然主义的观察、测验和精神病学的临床诊断法的合并运用。具体方法为：皮亚杰向个别儿童提出精

心设计的问题，观察他们的行为以及如何解决问题，并继续刨根问底，以彻底了解儿童推理的思维方式。

同时，记录儿童一些行为的变化。皮亚杰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研究内容为：对规则的理解和运用，对过

失和说谎的认识和对公正的认识，通过这３个方面来研究儿童的道德道德思维发展规律［１］６５－６６。

２　皮亚杰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
皮亚杰在儿童道德发展的研究上独辟蹊径，从儿童对游戏规则的态度入手，把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

理论划分为４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阶段。
２．１　前道德阶段（０～３岁）

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在考虑问题时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于规则，每个儿童的想法都是不一

样的，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待规则，行为易受外界的支配。他们仅仅听从于父母，不考虑其他同

伴的观点。

２．２　他律道德阶段（４～７岁）
这一阶段儿童的主要特征是服从成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绝对服从权威者的观点，认

为权威的就是毋庸置疑的。第二，通过结果来判断一种行为的好坏。例如，两个儿童去拿果酱吃，前一

个儿童打破了１个杯子，后一个打破了１５个杯子。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并不会去考虑行为的动
机。第三，他们判断某种行为的好坏只会是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第四，赞成严厉的惩罚。

２．３　自律或合作道德阶段（８～１０岁）
儿童思维表现出可逆性，由前一阶段的“服从成人权威”转向了“平等”。他们对准则有了更为精确

的理解，并表现出相互合作、共同进步的精神。儿童衡量行为好坏的依据变为了动机。在这一阶段，儿

童认为如果动机是客观公正的，那么他的行为就是好的。他们逐渐走向同伴之间的相互帮助与合作。

２．４　公正道德阶段（１１～１２岁）
儿童在这个阶段倾向于公正的道德观念。而这种道德观念不再是单纯地判断某种行为的是或非，

而是出于真正的同情与关心。儿童在处理问题时会考虑其他同伴的观点和看法，他们把规则同国家和

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思想上真正达到了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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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皮亚杰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小学德育的启示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熏陶下，“德育为首”的教育思想已深深埋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才

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司马光的德才智慧。有这样一句话：“智育不好出次品，体育不好出废

品，德育不好出危险品。”很明显，次品尚且可以使用，废品不能使用，而危险品将会危害到他人的安

全［２］２０－２３。由此可见，德育的作用不容忽视。皮亚杰道德发展规律为研究儿童的道德发展提供一种方

法和思路，在德育教育方面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给我国小学德育教育提供了一个范本。

３．１　学校应从思想上重视德育工作
皮亚杰认为，道德教育在儿童的认知发展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学校教育中，德育教育的主体

地位不高，小学德育工作应引起学校的各级领导和部门的重视。小学生整体上处于心智不成熟的阶段，

易受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他们不能正确地区分是非善恶，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因此，小学德育工作的

开展迫在眉睫。也正是由于小学阶段的德育处于启蒙时期，可塑性极强，德育工作才能更有效地进行。

因此，学校要从思想上重视小学生的德育工作，认真组织、开展各种德育活动，切实把小学生的德育工作

落到实处。

３．２　学校德育要符合学生的认识水平
皮亚杰认为，儿童的道德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发展过程。儿童在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些特殊的变

化，这些变化符合儿童的道德认识水平。并且，相邻阶段之间只能渐进，不能跳跃和倒退。因此，学校德

育必须符合学生的认识水平，采取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例如，对低年级的孩子就不能采用空洞

的说教方式，而要采取一些生动、直观的方法，讲个小故事或者是拿身边小伙伴的例子来给他们讲解。

而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可以采用说理教育与榜样教育相结合的

方式，来提高他们的道德认识，唤起他们的道德情感。

３．３　发展道德思维，提高道德认识
皮亚杰认为道德认识的提高是道德发展的前提。因此，德育工作必须从学生的认识着手，采取以下

对策：１）通过交流，提高道德认识。“亲其师，信其道”，学生自觉接近老师，实际上师生关系已经达到了
融洽。教师可以在交流中让学生自觉接受教导，提高其道德认识。２）开展活动。比如，可以通过时事
政治课、知识竞赛、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活动，营造教育氛围。３）榜样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
穷的”。可以通过身边的老师、学生等，让学生感受到美好与伟大，从而发展学生的道德思维，提高学生

的道德认识。

３．４　改革德育教学模式，确立学生德育主体地位
皮亚杰重视儿童在道德发展中的地位。但我国目前的学校德育仅仅拘泥于课本知识的灌输，并不

考虑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与情况，学生在课堂上像“温顺的绵羊”，只是一味地听从老师的“训话”，是知

识的被动获得者。课堂德育教学成了“一纸空文”。基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改革课堂教学模式，积极

开展各种活动，采用道德问题的方法让学生主动参与课堂，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让学生成为德育活动

的主体，教师必须改革当前的德育教学模式，转变教师的角色，让教师成为课堂活动的引导者，学生成为

德育活动的主体。遵循学生道德发展规律，使德育呈现出层次性，激发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的兴趣。

３．５　合理奖惩
皮亚杰对于儿童惩罚观的研究表明，惩罚在某种程度上对儿童是有作用的，但惩罚并不是百试百灵

的。我们应用“赏识性教育”的观点来看待儿童的成长，对儿童进行适当的奖励，但必要时，也要对其惩

罚。例如，对于乱丢垃圾的儿童，应通过让他去打扫卫生来惩罚他。惩罚并不仅仅是为了惩罚，而是为

了教育儿童。合理的奖惩能使儿童及时反思自己的行为，“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

习惯。

４　结语
皮亚杰道德发展理论对小学德育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其德育

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应辩证地看待他的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们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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