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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能力是发展的前提  

最后更新：2007-6-29  

2005年4月6日《光明日报》报道，长期从事青少年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陆士桢

教授在谈高校德育工作提出，把道德教育仅仅简化成为一种规范和理念，显然是违背了现代道德的根本

特征。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的道德往往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价值，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

应该提倡的，什么是应该拒绝的。这是一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做人的依据。二是行为模式，就是用

什么样的方式处理个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处理冲突。三是情感，包括基本的情感认识

和表达状态等等。这三者是紧密相关的，是一个人道德发展的统一。但是，必须澄清的是，从本质上

说，道德首先还是一种理念，只是在现代社会因为价值多元化等因素，使得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多元化

状态，这时候，道德同时表现为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个体自己愿意主动获得的，而不是被动接收的；

它也是影响青年学生发展、成长的一种重要能力。高校德育教育首先应该从青年学生自身实际出发来确

立教育目标。当前高校德育教育的首要问题是：教育内容脱离社会实际和大学生的本身实际，教育观念

未能诠释社会规则和社会现实。比如说对于“集体主义”、“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等观念，在面对学生

时未能有一个合理的、历史的、清晰的解释。这就造成了现在的学生课堂和生活“两张皮”、公共场合

和私下场合两套话语体系的状况，这是值得我们教育工作者检讨和深思的问题。其次，高校德育教育应

该充分发挥被教育者的主动性，使这种学习成为自觉行为。青年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中知识比较丰富的

一部分，思想相对比较活跃，在价值选择的过程中，很自然的会站在最前面；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会对

传统说教产生一种本能反感。这就要求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要改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灌输方式，努力让

学生主动参与到教育活动中来。第三，重视现代社会价值的辨析，让大学生在充分讨论的过程中认识真

理。我们说“好的教育不是把真理教给对方，而是带领对方去寻找真理。”可以通过组织诸如辩论等方

式的活动，让学生们在辨析的过程中掌握独立选择、明辨是非的能力。第四，尝试用现代思维和话语挖

掘传统道德中的积极元素。不可否认，我们的传统道德中有着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它们是当代大学生应

该学习并予以传承的。譬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和为贵”，强调的就是对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视；再比如在

传统道德理念中，我们还强调“每日必三省吾身”，提倡通过不断的反思与矫正来发展与完善自己。高

校德育工作应该努力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充分挖掘这些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积极意义的部分，切实有效

地帮助大学生更加健康全面的发展。最后，充分发挥青年学生社团的作用，利用其优势，行使好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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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让共青团、学生会等组织真正成为学生沟通和获得帮助的园地。学生理论社团的作用也是不可忽

视的，要发挥对德育真正有兴趣的同学的积极性，让他们以现身说法来影响周围学生会更有成效。当

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无论对于教育者还是对于学生而言，都应该减少空洞的口号和理论背诵，

应切实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重视道德习惯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