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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振国：关注环境变迁引发的德育问题

作者：朱振国 阅读：210 次 时间：2006-6-21 来源：光明网

     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福建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当代

中国德育热点问题研讨会暨‘当代中国德育问题研究丛书’出版座谈会”上，与会的专

家和学校代表结合自己的德育工作经验和体会，探讨了当代我国德育实践中存在的一系

列涉及到德育实践领域的多个层面的热点问题。 

   其一是德育环境问题。与会校长和教师认为，当前由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社会发展提速，社

会问题不断出现，而德育工作准备相对不足、发展滞后，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德育问题。他们以为，

德育环境变迁是引发德育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德育环境问题成为学校德育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这里

专家们将之分为四类：一是家长和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家长对孩子期待两极分化：要不就功利心十

足，望子成龙心切，给孩子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进而滋生厌学心理，成为德育问题的导火索；要不

就“我不管你”，听之任之，使学生沉迷于“地下”网吧、逃学旷课有机可乘。同时，“倒金字塔”式

家庭结构、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也为“小皇帝”的成长提供了温床，无意中导致了学生道德责任、道德

意识的退化。二是家长教育的困境成为德育工作的新瓶颈。德育是学生教育和家长教育同步推进的事

业，而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家长与学校配合受到了冲击和限制，无疑孕育了潜在的德育问题。三是校园环

境给德育带来的问题。部分素质不高的家长、社会上不法分子随意闯进校园，对德育活动造成了恶劣影

响，构成了新的德育问题。四是来自社会环境的德育问题。随着许多家长和社会人士维权意识的日益敏

感，加之行政部门机械应对社会舆论的处理方式，造成学校德育工作闻风而动不良习气。从而，极大挫

伤了德育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形成了他们明哲保身的德育工作心态。  

  其二是德育管理体制问题。德育措施、评价、激励等环节的不明确、不到位、不健全导

致了德育管理工作的“疲软”局面；德育只有上线的理想规范教育，没有必要的教育惩

戒和强硬的处理不轨学生的权利；德育活动奖励仪式中的“官本位”而非“生本位”的

倾向；政府——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德育协作体系的不完善；德育工作者的权利救

济缺失；德育体系的专业性不强，德育工作者者素质无从保障等，都导致了德育工作

“雷声大、雨点小”，成为一种真正靠良心来推动的工作，难以实现德育管理的“硬

化”。  

  其三是德育方式问题。与会教师认为，当前德育工作在德育方式上存在着六大问题：首

先是德育关系异化。教师不是通过抓德育来间接推动学生学习活动而是透过向学生“要

分数”来推动学习活动，师生之间德育关系、关爱关系被物质化；其次是德育方式的宏

观化。在进行德育工作中不追求细节、不重视德育时机、不注意利用日常生活中“实实

在在、点点滴滴”的叙事、故事，不注意尽量“淡化德育‘痕迹’”，而一味注重外显

的德育课程、德育活动，这就导致了德育的实效性不强；第三是重“渗透”不重“主体

化”。有校长认为，德育寓于人的一切活动中，从呱呱坠地之时就已经开始，“渗透”

的德育方式导致了德育的“灌输”性和外在性；第四是德育活动的连贯性和针对性不

强。德育工作“浮躁”心态严重，长于搞运动，充当社会政策的应声虫角色，保守地坚

持学校德育工作“缺什么补什么”的德育思路。第五是道德责任教育的缺位。学校和家

庭对学生样样操心、服务周到，而学生丧失了发展自我责任意识和责任承担能力的机

会。最后是对德育理论期待的两极化。有些德育工作者一切凭借经验行事，无视德育规

律的存在；有些则事事寻求理论，将德育理论神话化，抑制了德育智慧养成。  



 

  最后是边缘儿童德育问题和德育信念危机问题。就前者而言有两类：一个是处于违纪与违

法边缘的学生德育问题，这些学生常常让学校德育无所适从，难以应对；其二是城乡结

合学校的学生德育问题，这些学校的学生以流动学生为主，涉及文化冲突、生活方式冲

突、道德状况参差不齐等矛盾，从而成为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德育新问题。同时，从上述

德育问题背后折射出的是德育工作者、学校领导、行政部门对德育信念的危机问题。他

们没有真正认识到德育对人的学习生活能力、精神面貌提升的重要价值所在，这就成为

他们对德育工作存在敷衍了事、漠不关心心态，导致德育问题丛生的根源。为此，新时

期学校德育工作的制高点应该是德育信念的重振问题。  

  会上，专家们充分肯定了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檀传宝教

授主编的《当代中国德育问题研究丛书》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认为这套丛书是对中

国德育研究与实践有切实帮助的德育丛书。 

来源：http://www.cn-e.cn/cn/admin/Admin_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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