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８卷 第１０期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８Ｎｏ．１０
Ｏｃｔ．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１０．００１

主体性视域下大学生道德教育实效性探析 ①

苏晓微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００）

摘　要：道德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价值取
向多元化，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但大学道德教育对主体性的关照不够，导致道德教育低效，立足主体性视域探析大学

生道德教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目前，大学生在道德教育中存在角色定位模糊、学习动力不足以及道德实践能力

欠缺问题，需要不断培养大学生自我教育意识和能力，重视大学生的利益诉求和实际需要，坚持实践育人，积极培育大学

生的道德实践能力，以增强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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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正处于道德观念形成和确立时期，可塑性较强，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对其成长成才发挥重要

作用。道德教育是围绕人开展的，在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能否有效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影响道

德教育的成效。从大学生主体性出发去探讨大学生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路径，对增强大

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１　立足主体性视域探析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马克思关于人的阐述为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主体性关照提供一定依据。马克思曾说“动物和它的生

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

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１］，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对象

是活生生的人，是有自觉意识能力的人，他不是机械地全盘接受教育，而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和需要去接

受，这就决定了道德教育要关注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挥。同时，马克思也曾说“一个种的全面特性，种

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２］，这就要求教育者在进

行道德教育时，要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自觉能动性，发挥其主体性，不能以强硬的、命令的方式教育人。

强调人的主体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道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要矛盾是国家社会的思想道德素质要求与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水平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

矛盾，不得不关注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只有正确地把握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情况，才能更好地根据国

家社会的道德要求对其施加有针对性的教育［３］。道德教育的最终实现取决于受教育者对道德教育的

接受与认同程度，这需要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通过道德教育引导受教育者实现从道德实然向道德应

然的转化。

重视人的主体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在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下，人的主体性往往

被压制，一切往往被安排或规划好，人们较缺乏独立自主意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

强，人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利益，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进行选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学生道德

教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单向强硬灌输，而应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关注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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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尊重其自主选择权利，充分调动其在道德教育中的自觉能动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道德教

育的实效性。

２　主体性视域下大学生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
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取得一定成效，教学理念、方法、内容等方面都有所改进，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教学是双向互动的，教学效果的好坏与否不仅取决于

教育者，也取决于教育对象本身，只有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双方的功能有效发挥，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效

果。现今不少人立足教育者的角度，分析教育者在道德教育内容设计、手段和载体运用等方面存在的不

足并提出相应解决路径，但对道德教育对象本身的分析还不够。要真正提升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需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直面大学生自身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　教育对象的角色定位模糊
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在道德教育中的的主体性，首先需要大学生对自身角色定位有清晰认识。但在

实际的道德教育中，不少大学生对自身的角色定位模糊。一方面，受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部分大学生

容易将自身定位为道德的被动接受者，习惯于死板地记忆道德规范和要求，对其不求甚解，缺乏独立思

考的意识与能力，对道德规范和要求的认识更多是停留在文字层面，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削弱道

德教育效果。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历着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

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转变，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渴望有自己的选择和自由，但面对多元化的价

值选择，大学生由于认知和阅历的不足往往难以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道德教

育的低效。不少教育者对此的认识不到位，仍坚持单向灌输，忽视大学生自我教育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因而没能充分发挥大学生在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由此可见，大学生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有一定的主体

意识，希望自身在道德教育中的主体地位被尊重，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未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既

把自己看做被动一方，又把自己看做主动一方，容易产生角色定位的模糊化，阻碍道德教育的有效开展。

２．２　教育对象的道德学习动力不足
学习动力是道德学习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道德教育中，比较尴尬的是教育者想方设法调动学

生的能动性，但学生的反应比较冷淡，对所教授的道德观念不理解、不接受、不行为，甚至产生抵触厌恶

情绪，出现道德教育课程的选课无人问津或课堂“抬头率低”现象，体现大学生在道德学习中的动力不

足。导致教育对象道德学习动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大学生本身的功利倾向日益凸显，重物质

轻精神倾向较严重。受长期的应试教育影响，不少大学生为取得好成绩，单纯背诵各种道德规范，没能

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道德自觉和行为准则。同时，受市场经济的逐利趋向的影响，大学生群体中出

现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等现象，不少大学生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认为道德教育不能带来

直接、短期的效益，其道德学习的积极性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教师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对大学生的利益

和需求重视不够，也会影响大学生的道德学习动力。马克思曾说，“人们所奋斗争取的一切都与其利益

有关”［４］，道德教育能否与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需求结合，影响大学生对待道德教育的态度［５］。当

前，教育者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或完全脱离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和利益诉求，过分强调道德教育的社会功

能，忽视大学生自身发展的利益诉求；或对利益诉求把握不准不全，这也影响学生道德学习的兴趣。

２．３　教育对象的道德实践能力欠缺
道德教育不仅要求大学生要掌握一定道德规范和要求，还需要大学生在生活中践行这些道德规范

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道德教育的实效性体现在大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上，将道德要求转化为道德行

为才是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大学生在课堂上学了许多道德规范和要求，但在实际生活学习中仍出现

种种不道德现象，如考试作弊、论文剽窃、不诚信现象等，反映了大学生当中存在道德实践能力欠缺的问

题，这与当前的道德教育过于强调道德知识的学习，而忽视道德实践有关。当前，部分教育者误认为只

要传授给学生相关的道德知识，学生在实践中就一定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定道德认知，并能自觉地外化

为自身的道德行动。但道德教育不同于其他一般的知识性教育，它是一种精神教育，不能单单依靠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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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知识传授，还要促使学生将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行动，这是道德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道德教育

成败的关键。如果没能促使大学生形成一定的道德实践能力，大学生在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就得不到

充分体现，这样的教育效果也是不佳的。如果大学生只记住抽象的道德规则和道德要求，而不能应用于

实际问题的解决，这也会影响其学习道德规范的积极性。

３　主体性视域下提升大学生道德教育实效性的可能路径
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问题是常谈常新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的主体性意识不断增

强，立足于主体性视域探讨提升大学生道德教育实效性的路径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３．１　培养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意识与能力
充分发挥大学生在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提升道德教育的实效，需要不断培养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意

识和能力。大学生在道德教育中的角色定位模糊主要原因在于自我教育意识的缺失和自我教育能力的

不足，其对自身在道德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到位。道德教育是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统一，单单依靠

教师的灌输是难以达到道德教育预期效果的，最关键的还是大学生的自我教育［６］，通过学习理解教师

所教授的道德规范和要求，结合自己的已有体验和知识，将道德规范和要求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形成自

己的道德认知。长期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习惯了不加思考地接受教师所传授的道德知识，需要教师在

道德教育过程中，有意识地培育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意识和能力，这就要求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方式要做相

应调整，鼓励和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通过创造情境，坚持问题导向，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知识分析问题，将

道德规范和要求内化为自己的内在意识，真正理解道德规范，这样在面对实际问题时才可能学以致用。

３．２　重视大学生的利益需求和实际需要
增强大学生道德学习的动力，需要重视大学生的利益需求和实际需要。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本位

取代了社会本位，人们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对自身利益需要的满足更为看重，而追求利益也成为现代

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在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使学生自觉学习和践行道德规范，教

师在进行道德教育时不得不考虑大学生的利益需求和实际需要。马克思曾说；“道德一旦脱离了利益

就会出丑”［７］，说明了利益在人们行为当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关注大学

生的利益需求，引导其认识道德教育的精神效益以及长远的利益。同时，道德教育要实现社会价值与个

人价值的统一，不能过分强调社会价值。马克思曾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

这种需要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８］，说明了需要是人们行为的原动力，人们进行一种行动，总会基于

一定的需要。教育者在施行道德教育过程中，也要关注大学生的实际需要，基于实际需要设计道德教育

内容，选择适合的教育方式等，这样才能激发大学生的道德学习兴趣。但是，满足道德需要并不等于迎

合道德需要，特别是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大学生的道德需要也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化，如果为了迎合

道德需要而降低道德教育的要求，这本身是违背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的。

３．３　坚持实践育人，提升大学生道德实践能力
道德教育的终点并不是道德规范意识的形成，而是道德规范意识的行为外化，即道德行为的养成。

要提升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还需要重视大学生道德实践能力的提升，这也是发挥大学生在道德教

育中主体性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只有不断地实践，才能促使人

的认识从现象深入到本质。只注重大学生的道德知识学习，忽视其道德实践，不仅不能激发大学生的道

德学习兴趣，也达不到很好的道德教育效果。提升大学生道德教育实践能力，除了基本的道德相关知识

的教授，使得大学生对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要求有一定的认识与理解，还需要坚持实践育人，通过各类实

践活动，深化大学生的道德认识，丰富大学生的道德体验，培养大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近年来，教育部

也高度重视高校的实践育人工作，提出“要充分发挥学生在实践育人中的主体作用，建立和完善合理的

考核激励机制，加大表彰力度，激发学生参与实践的自觉性、积极性”，高校在进行道德教育过程中，也

要积极鼓励大学生参与到相关实践活动中，在实践活动中去真正领会道德要求，从而形成一定的与社会

要求相符合的道德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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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凸显的今天，强调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主体性关照，对增强道德教育实效性有重要

意义。当前在进行道德教育时，应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调动大学生参与道德教育的积极性和自觉

性，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觉悟，促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为国家、社会的发展培养德才兼备的

人才，为早日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伟大的中国梦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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