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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德育困境：兼顾德性与

德行，注重德育社会环境 ①

谢慧玲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当代德育在社会长期转型过程中出现被边缘化、泛政治化、缺乏社会基础等一系列的困境引人深思。德育
应该是兼顾育德性和育德行相协调一致的社会化活动。走出德育困境需要以社会环境为基础和支撑，将道德教育的任

务不自觉的转移到专门的德育主体身上，由学校单方面担任德育主体角色，从而忽视非专门德育主体应负有的德育责任

是不应该的。

关键词：德育；困境；德性；德行；社会环境

中图分类号：Ｇ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６８－０３

１　当代德育困境的主要表现
１．１　德育被边缘化

当代社会道德信仰体系的崩溃导致德育被边缘化。

我国社会形态从１８４０年大转型开始，上至统治阶级下至
平民百姓的社会各阶层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转变，这种

转变一直持续至今，仍未成形。在这种社会转型的长期

不稳定状态下，现代文明与后现代文明相互冲突，旧有的

社会结构总是在与一种新型社会形态交互更替的过程中

丧失其原有社会合理性。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由此决定

的多元价值观使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丧失

了统一的道德基础，个人在道德标准判断上是混乱的，

“个体化自我中心的道德确定，不可避免地出现分离性道

德，造成实质性的道德秩序的解体。”［１］１９社会转型必然引

起教育以及道德教育的转型。道德信仰出现危机最直接

的影响就是模糊了人们心中的道德底线，形成普遍性道

德弱化，然而这种弱化并没有使人们提高警惕和反思，反

而使道德教育被置于边缘化状态，直接冲击着德育的合

理性。此外，以经济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所带来的

务实和世俗化倾向更加瓦解了人的道德精神，使德育被

边缘化。如今德育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

要。道德信仰是人信仰的最高层次，康德认为道德信仰

是人保持做人尊严或使人成为人的基本要求或条件，它

对人的道德境界具有提升功能，为人的道德实践提供

动力。

１．２　德育泛政治化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高速发展，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

渠道多样化，微博、贴吧、论坛等网络交流平台的日臻成

熟促使学生个体价值观取向也更加多元化。我国学校泛

政治化德育模式使学生在道德知识的强制接收和自由选

择之间形成相互对立局面，当代德育“政治人”的根本目

标与现代人的个性化、主体化追求之间的深刻冲突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多元信息的获得而变得逐渐尖锐和突

出，这势必会引起学生对学校泛政治化德育的漠视和反

感，久而久之，学生、家长、社会对德育的困惑、质疑、误解

甚至否定使德育陷入尴尬的困境。有人描述了我国现代

德育屈服于政治压力的历程，先是泛政治化———德育等

于政治教育，再是过度理想化———德育等于理想教育，然

后是观念的绝对化———德育等于集体主义教育，最后是

德育功能的萎缩———德育等于得分。这种说法不无道

理，至少现在我国高校德育是通过考察“两课”考试得分

来衡量学生德性是否合格的［２］。

１．３　德育缺乏社会文化基础
德育被边缘化和学校泛政治化德育模式从根源上直

接导致德育的发展缺乏社会文化基础，使得德育在学校

教育系统陷入困窘下，难以依靠社会环境作为支撑，失去

了社会基础。从历史主义倾向的角度来看，道德与社会

生活和历史传统密切相关。麦金太尔反复强调，道德不

是抽象的、超历史的，道德存在于持续着的传统之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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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持续着的传统”应该延伸到了现代社会，成为现代社

会的文化基础和底蕴，并且将一直随着历史延伸下去。

只要通过社会环境的不断教化，加上自身的不断修养，人

的本性是可以发展成为良好德性的。当代社会群体由于

历史的变迁拒斥了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道德传统，德育

文化内涵与现代社会文明的脱节造成学校德育思想和德

育内容僵化贫乏，与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相剥离，使得德

育犹如“釜底抽薪”。人们漠视了道德与社会文化之间的

紧密联系，忽视了道德教育是以社会环境为支撑，并坚定

地认为道德教育优劣应该归咎于学校，没有认识到个体

的发展应该是德性教化与德行养成的协调一致并且是基

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人全面发展。

２　对当代德育困境的反思
２．１　关于德育究竟“育什么”的问题

我们谈德育，都是紧抓德育目标、内容、方法手段等，

似乎忽略了从人性本质出发的问题，那就是学校德育到

底应该“育人的什么”或者“育怎样的德”。苏格拉底说，

美德即知识。我国传统文化对“德”的理解与界定主要是

围绕“仁、义、礼、智、信、孝、忠”等儒家传统伦理体系展

开。“仁”是指人的本原情怀，“义”是彼此的感动，是一种

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坦诚，“礼”是整个社会包括法律法规

在内的一系列规范体系，“忠、信”是顺利通行于社会的重

要品德，“孝”在直接对象上体现为父母长辈。儒家道德

伦理体系的建构对人的主体规约是从主体与客体、理想

与现实、思想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层面出发的，它既有内在

情感规约，又有外在行为规范，归纳起来就是内涵了德性

修养与德行实践的道德统一体。

对儒家传统德育内容探讨可知，道德教育应该是情

感与理性的对立统一实践，即人的德是包括内化于德性

和外化于德行。从哲学角度讲，“德性”是形而上之德，

“德行”是形而下之德，育德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德行，教

学生以道德的行为规范，更应该教化学生的德性，因此，

德育中的“德”指代的不应该是某些固定的知识、原理、世

界观或某种具体的理论观点。道德的存在和发展必须找

到有效的载体，就对象而言，德性应该包括群体德性和个

体德性。群体德性是作为人这一本质属性的全人类所共

有的，是德性的共性，在共性的德性之中又包含了依据各

个社会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所衍生出的形

式各异的个性的群体德性，它可以是团体性的或区域性

的。至于个体的德性，是个人与外部生活世界相互作用，

同时不断进行自我内化的反省与体悟所形成的。同样，

德行也是群体德行和个体德行的综合，它是在道德意识

支配下由行为主体自觉选择而发生的有利于或有害于他

人或社会的行为。无论是作为个体的或群体的德性与德

行，良好的道德教育都需要二者共同发展和维持。

２．２　育德性与育德行二者兼顾的必要性
学校对德育过程的界定，即培养学生知、情、意、行的

过程，其中“知”指道德知识，是人们对一定社会道德关系

及其理论、规范的理解和看法，包括人们通过认识所形成

的各种道德观，道德认识是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和前提。从对“知”的解读可以看出学校德育过程中的

“知”属于“德性”范畴，德育过程首先是传授学生道德意

义上的知识，使个体先具有和保持行为上的固定性与导

向型，然后再进行“德行”的教化和实践。从逻辑上看，道

德意识决定道德行为，这没有问题，但如果意识本身存在

不合理性或处于受支配地位，那由意识所导致的行为就

要被质疑。当代学校德育以分数和升学率为航标，这样

的“知”显然偏离了学生作为自然人的属性，脱离了以激

扬生命为目标建构的现代性道德教化。再者，将道德实

践的培养即德行的培养和形成置于学校德育过程的最后

一环，何以解释“做然后知不足”？好德性引导会使学生

形成端正的品行，但德性的养成路径一旦偏离道德培养

的正常轨道，育德行就会脱离实实在在的人。

由此我们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个体对“德”的获得是

先德性还是先德行？学校德育是先育德性还是先育德

行？从人类起源以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

互关系的发生发展的历程来看，是先有德行后形成相应

的德性。原始社会，个体从反复实践到形成习惯，个体习

惯逐渐扩散、揉合为群体习惯，最后演化为习俗和规范指

导群体行为；随着时间推移，群体行为又反过来规训和约

束个体，群体内化为个体，引导和制约个体行为规范。整

个过程可演绎为“德行产生———德性形成———（新的）德

行产生———（新的）德性形成———……”的一个相互发展、

交互作用和制约的螺旋式向上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个体道德的界定与评判脱离不了社会性。需要强调的

是，我们讨论“德性”与“德行”何者优先并不是为了一定

要弄清楚德性与德行何者更重要，而是为了说明德育应

该是育德性与育德行同时存在和进行，而非简单认为教

会学生道德知识（这些知识还不能笼统的就等价于德

性），学生就应该会成为具有良好德行的人，学生有了道

德认识并不意味着必然产生相应的道德行为和达到社会

期望的道德效果。育德性与育德行二者缺一不可，“德

性”的教化需要外显的“德行”去强化，“德行”的养成则

需要内化的“德性”去引导。学校德育目的应该是致力于

个体生命道德的完善，为把学生培养成“性行兼备”之人

而兼顾了培养个体德性与德行的道德共同体的一种实践

活动。

３　走出德育困境需要以适宜社会环境为支撑
３．１　社会稳健发展应立足于促进个体生命和谐发展

我国德育是社会本位，个体生命的发展附庸于社会

发展，即以充分利用人的发展这一手段促进和实现社会

发展这一目的，只有社会充分发展好，人的发展一定会随

之完善。目前我国经济实力的确飞速提升，而个体生命

所呈现出的德性与德行却在加速滑坡，扶老人被讹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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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幼童命丧垃圾箱事件、个人报复社会事件、严重医患

关系、一年发生数十起的校车安全事故……哪一桩事件

不是与社会个体或群体道德沦丧休戚相关？所以，人的

发展理应服务于甚至滞后于社会发展实则是一种理论逻

辑上的本末倒置，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需要结合不同社

会背景和时代特性，提升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的道德素

质，以促进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力和谐发展为根本，才是

促进社会稳健发展的关键。

３．２　走出德育困境需要以适宜的社会环境为支撑
德育环境作为环境的一种，包含了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其中，自然环境仅是一种非决定性因素，对个体品

德形成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社会环境。本文中的

“社会环境”根据德育对象实践的空间范围来分，主要指

的是社会大环境、社区环境、家庭环境和大众传媒环境，

以及内置于这些环境中的人所构成的人际环境，包括家

庭成员、社区邻里、和同辈群体等。这个环境通过建立在

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方式基础上的社会意识、思想观念，具

体落实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

表现形态包括社会各种学说、思潮、多元价值观及社会导

向、社会心理等［３］９１。社会环境存在形式多样性和复杂

性，又具有一定可控性，充分利用社会环境的可变性，促

使其朝着适应个体生命健康和谐的积极方向发展提供了

可能性。因此，通过自觉能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

改善现实环境，创造出适宜个体成长的有利社会环境，如

生存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网络环境、人际环境等，

都会对生命个体产生直接影响。

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德育政治化倾向有其存在的合

理性，但过于以政治为导向的德育泛政治化则不可取。

在坚持国家德育方针不动摇，学校制度化地满足政治阶

级要求的情况下，针对学校德育的困境与现阶段社会各

界对德育的诉求，我们需要做的是力求在两者之间寻找

一个平衡点。近些年来，一些德育理念的提出如生活化

德育、生态德育、体验式德育、“三生教育”德育模式、人本

德育等，在一定程度上对控制和改善现实德育环境，创造

出适宜个体生命成长的有利环境，以缓解当前学校德育

困境都起到了很大作用。有些德是可教的，但有些依靠

自我体验、自我领会与升华的德却是不可教的，它需要个

体对道德进行自我吸收、自我思考和内化。寻求一种能

够平衡体制要求与现实需求的学校德育模式是促使德育

走出困境必然途径。

３．３　非专门德育主体承担德育任务的不可替代性
一直以来，学校被看作是培养人道德品质的场所，人

们要求学校教育对个体生命发展的所有问题负责，企图

用它去解决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几乎所有领域的问题，

学校德育的责任被社会无限扩大的同时却又被漠视和反

感，道德的沦丧是学校德育的问题，社会道德缺失，学校

就有责任进行德育。然而，学校、家庭、社会是教育学生

的共同责任主体，尤其是作为非专门德育主体的后两者

的重要性绝对不能忽视，三方德育主体的任何一个方面

失控，都会导致整体德育失调。

优化德育环境，创造个体道德发展的适宜社会环境

并不是一句空话，至少从形式上看，适宜的社会环境的性

质及变化决定着学校主导性德育目标和内容，并影响着

学校德育的方法和实效，它对于个体生命高尚德性的培

养和优良德行的养成，以及个体对社会的感知，人生观、

价值观的形成变化，情感的熏陶，行为取向等必然发挥重

要影响甚至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在整个社会环境漫长蜕

变的过程中，学校教育要尽量克服社会各种环境的不利

因素，起到引领改变的作用，而且在学校的这种引领角色

中，教师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坚守这份责任，因此更需要加

强教师德性与德行的培养。

参考文献：

［１］金生蚆．德性与教化［Ｍ］．长沙：湖南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３．

［２］卢有志．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信仰危机与道德教育的
目标追求［Ｄ］．长春：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６．

［３］陈正良．冲突与整合：德育环境的系统建构［Ｍ］．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责任校对　朱正余）

０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