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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育方法是为完成一定的德育目标和任务，在德育活动中教育者与品德修养者所采用的活动方式与

手段的总称。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德育方法研究经历了初探、平稳和相对繁荣三个阶段，研究内容涉及德育方法的

含义、分类、新方法的创生、国外德育方法的引借、对传统德育方法的批判、创新与改革德育方法的策略和如何选择

与运用德育方法等问题。 研究中存在着分类混乱、具体方法研究多，整体建构研究少；理论描述方法多，实践验证方

法少；方法改革创新思路泛化，缺乏操作性和否定灌输，倡导对话、主体建构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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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方法是德育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任何的德育

活动都需要借助一定的方法才能进行，只有方法恰当，才

能事半功倍，最终达成德育目标。
一、我国新时期德育方法研究概况

笔者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德育方法”（含

道德教育方法）为篇名进行检索，时间锁定在 1978～2009
年，进行精确匹配，可检索到文献 385 条。 较早对德育方

法进行研究的有王新荣的 《浅谈学校德育方法的改革》
（《河南大学学报》，1986.6）等。 纵观 30 年的研究状况，我

们大体上可以把德育方法研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德育方法的初探阶段（1978～1992 年）
这 15 年中有关德育方法的研究文献仅有 17 篇，研

究内容涉及德育方法的科学化问题、 德育方法的改革问

题和使用德育方法应注意的问题等。同时，个别学者开始

探索新的德育方法。 例如，引而不发———期待教育法、趁

热打铁———正面教育法、旁敲侧击———暗示教育法、小题

大做———整体教育法、防患未然———预防教育法、双管齐

下———协调教育法。 [1]

2.德育方法的平稳研究期（1993～2003 年）
这一阶段之所以称之为平稳研究期，主要是从研究

文献总结得到的结论。 纵观 10 年来的研究，学者们每年

发表德育方法的论文平均在 12 篇左右。这一时期探讨的

主要内容有：古代德育方法问题、国外德育方法研究、德

育方法的改革与创新问题、道德教育方法本体论问题、具

体德育方法问题、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的方法问题、多元

社会中的德育方法变革问题等。
3.德育方法研究的相对繁荣期（2004～2009 年）
从 2004 年起， 学者们对德育方法的研究相对以前

来说掀起一个高潮，这五年中共发表论文 186 篇。这一时

期探索的主要问题有：思想家的德育方法、德育方法的有

效性与创新问题、多元价值体系下的德育方法问题、德育

方法的优化与改革问题、德育方法的选用问题、西方德育

方法借鉴研究与比较研究问题、德育方法本体论问题。
二、我国新时期德育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

1.德育方法含义的界定

关于德育方法是什么？ 学者们给出多种定义。 例如，
德育方法是 “思想品德教育所采取的各种影响方式的总

称。 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方面的活动方法”。 [2]“德育

方法是为了达成德育目标、完成德育任务，师生双方共同

的活动方式（程序、策略等）的总和，包括教师影响学生、
促进其品德形成的方法和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我教育的

方法。”[3]“德育方法是为达到德育目的，实现德育内容，在

德育原则指导下， 运用德育手段进行的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相互作用的活动方式的总称。 它包括教育者的施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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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方式和受教育者的受教修养方式。”[4]德育方法是“教师

和学生在德育过程中，为达成一定的德育目标而采用的、
有一定内在联系的活动方式与手段的组合”。 [5]

再 如 ，“德 育 方 法 是 为 完 成 德 育 任 务 所 采 用 的 手

段。 ”[6]“德育方法是指教育者用以培养、形成和巩固受教

育者品德所用的方式和手段。 ”[7]德育方法就是在德育活

动中将师生关联起来，促使他们之间发生道德信息、道德

情感、道德行为的沟通和互动，最终实现师生道德共同发

展的方式与手段的总和。 [8]

从上述种种德育方法含义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其定义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用方式来定义德育方法。例

如，……各种方式的总称，……活动方式的总称，都是这

一类的表述。 二是用手段来定义德育方法。 例如，……手

段的总和；……手段的组合，都是这一类的表现。 三是从

德育方法内在构成要素上定义德育方法。例如，德育方法

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方面的方法； 德育方法既包括

教育者施教的方法，又包括受教育者品德形成的方法等，
都是这一类的表达方式。

总体来看， 人们对德育方法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德育方法蕴含五重含义：一是德育方法是为德育目标、德

育任务服务的，具有目标指向性；二是德育方法是反映一

定德育思想、德育理论的，是以一定的哲学、心理学等理

论为其方法论基础的。 三是德育方法包括教育者和受教

育者两个方面的活动方法，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并非机械

相加；四是方法可以细化为具体的多种方式和手段。五是

德育方法是由不同层次的方式或手段所组成。总之，德育

方法是为完成一定的德育目标和任务， 在德育活动中教

育者与品德修养者所采用的活动方式与手段的总称。
2.德育方法分类研究

关于德育方法的分类问题，在我国的早期德育研究

中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多数学者不提分类标准，直接讲

述德育方法。 一般介绍六种德育方法，说理教育法、情感

陶冶法、实际锻炼法、榜样示范法、修养指导法和思想品

德评价法。 [9]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德育方法的分类问题才

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有人依据德育方法的概括程度把德

育方法体系分为指导思想的方法、 德育方式总和的方法

和作为具体操作技能的方法三个层次。 [10]有人从心理机

制来划分， 把德育方法分为明示教育法和暗示教育法两

类。 也有学者从现代教育是指导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统一

出发， 把德育方法分为指导教育方法和自我教育方法两

类。 [11]

还有学者把德育方法分为四类：一是以语言媒介为

基本操作系统的方法； 二是以外显行为为基本操作系统

的方法；三是以内在心理体验为基本操作系统的方法；四

是以环境陶冶为基本操作系统的方法。 [12]

苏振芳教授对道德教育方法的分类研究进行梳理，
提出从德育过程、从方法的运用范围、从领导视角、从心

理学视角等有 10 种分类方法。 [13]

有学者从系统的观点对德育方法进行分类，提出了

以传递符号、传递方式、传递方向、传递载体为标志对德

育方法进行分类；以传递目的为标志可分为认识提高法、
情感陶冶法、行为训练法及意志锻炼法。 [14]等等。

3.具体德育方法的研究

在具体德育方法的探索上，主要是传承传统德育方

法和创新德育方法。在传统德育方法研究上，基本上都是

介绍六个德育方法。即说服教育法（说理教育法）、榜样示

范法、实践锻炼法、陶冶法、指导教育法和品德评价法。
在新的德育方法的探索上，学者们提出名目繁多的

新的德育方法。 诸如课堂教育法；寓教于乐法；社会实践

法；榜样激励法；启发疏导法；形象熏陶法；文化涵育法；
生活指导法；自我教育法；无意识教育法；“登门槛技术”
法；“自发对称破缺”法；冲突引导法；利益调节法；情理交

融法；民主平等对话法；逆反心理教育法；活动渗透法；因

人施教法；量化和定性结合法；心理咨询法；目标凝聚法；
心理换位模拟法；“两难问题”讨论法；评判比较反思法；
正面灌输法；养成教育法；制度规范法；情感渗透法；环境

熏陶法；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价值判断澄清法；游戏角

色扮演法；心理综合辅导法。 [15]等等。
4.国外德育方法介绍与研究

有学者对国外德育方法进行概括，指出课堂讲授是

传授德育知识的基本方法；课外、校外活动是施行德育的

重要形式；劳动是施行德育的必要途径；充分利用社会文

化机构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 强调纪律和管理是国外

学校德育的基本方法。 [16]还有学者概括国外德育方法的

特点是：注重学生道德认知能力的发展，注重实践化品德

教育，建立早期的一元化的学校德育方法体系，体罚普遍

存在。 [17]还有宗教方法的传承性、学科方法的多样性、教

育方式的渗透性、 选择方法的自由性、 道德认知发展方

法、价值澄清方法和社会学习方法等。 [18]

有学者总结美国的德育方法是通过各科课堂教 学

进行道德教育；通过心理咨询培养健全人格；通过组织学

生参加课外活动与社会服务，增强德育实效；通过大众传

媒和社会公共环境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其特点是无意识

性、实践性、专业性和多样性。 [19]日本的道德教育方法是

渗透式道德教育、实践性道德教育和全方位道德教育。 [20]

英国的德育方法是文化传递法、 关心体谅法、 社会行动

法、价值澄清法和道德认知法。 [21]

5.对传统德育方法存在问题的揭露与批判

传统德育方法存在的问题是：以“灌输”现成结论与

传授道德知识为主，忽视对学生基本道德品质的培养；忽

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和学生的德育实践活动； 忽视了学生

品德发展的特点； 学校道德教育评价过分注重文本的考

试；德育方法中形式主义表现严重、虐待型教育方式的普

遍存在性、 灌输教育方式仍占主导地位和德育创新方法

比较贫乏；重灌输，轻引导；重外炼，轻内化；重正面教育，
轻反面教育；重共性，轻个性；重显性教育，轻隐性教育；
品德评价重质轻量等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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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德育方法创新改革的策略研究

在改革与创新德育方法的策略措施上，学者们提出

了多种方略。 诸如：变封闭式为开放式；变包办式为自治

式；变训斥式为疏导式；变保守式为创新式；变单一式为

综合式。 [23]变教师空洞说教为率先垂范；变师生主从关系

为平等民主关系；变课堂灌输型为讨论研究型；变学校指

令为生动活泼的实际活动。 [24]还有摒弃“灌输法”，开创

“启发法”；剔除“说教法”，追求“务实法”；抛弃“唯我法”，
开辟“自教法”；丢掉“高 调 法”，确立“适 度 法”；轻“盲 教

法”重“身教法”。 [25]用“添加材料法”，丰富学生思想道德

教育内容；采用“平行迁移法”，改变思想道德观念；采用

“直接面对法”，强化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用“净化

环境法”弱化不良诱因对学生的影响。 [26]还有：由被动说教

向主动引导转变；由单向灌输向双向交流转变；从集中灌

输向集分教育相结合转变；从显性教育向显性与隐性教育

相结合转变；从认知教育向实践教育转变。 [27]价值引导与

自主建构相结合，预测预防与咨询指导相结合等等。 [28]

7.选择与运用德育方法的研究

有人提出选择和运用德育方法时，要做到一切为了

德育目的的实现； 着眼于学生主体性的发挥； 落实到实

践；注重德育方法的综合运用。 [29]也有人提出了选用德育

方法的八条标准，即依据德育规律和原则、依据教师各方

面的具体实际、根据学生的各方面的具体实际、根据所规

定的教育时间、根据学校的有关条件、依据每次德育活动

的具体内容、依据每次德育活动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依据

德育课教学大纲的要求。运用德育方法要处理好方法与效

果、方法与内容、教育与自我教育、某一种方法与方法体系

的关系。 [30]还有人提出，运用德育方法要坚持灌输与训

练、塑造与改造、自律与他律、明示与暗示的辩证统一。 [31]

还有学者提出，正确地运用方法取得预期教育效果，最重

要的不是通过方法的选择，而是通过方法的配合，即教育

和自我教育、品德教育与心理教育、品德规范教育和品德

能力培养、说理教育与品德践行相结合等。 [32]

三、我国德育方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具体方法研究多，整体建构研究少

回顾 30 年的研究历程，在德育方法研究上，除传统

德育方法研究之外，学者们提出了各种新的德育方法。但

在方法的研究上，大多是介绍一些新的德育方法，忽视从

方法论层面整体建构德育方法论问题。 尽管不少学者提

出种种德育方法的分类标准，但几乎没有从整体上、从方

法论层面上建构德育方法论的研究。 研究中存在着就方

法论方法， 没有把德育方法的研究放在宏观的当代德育

改革大潮中，整体建构德育方法论，致使许多新的德育方

法无法归类，把每种方法孤立起来，看不到德育方法与德

育目标、德育内容、师生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结论

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经验总结抽象概括的层次比较低。所

以，今后的研究要把重心放在整体构建德育方法论上，使

研究突破狭隘的个案研究， 从一般方法论层面来关照德

育方法的研究。

此外，对德育方法的功能认识存有偏颇。 万能的方

法是不存在的，任何的方法都有两面性，既有优点也有不

足。我们经常说，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就是这个

道理。 马卡连何曾说：“任何的教育方法，甚至像暗示、解

释、谈话和公众影响等我们通常认为最通行的方法，也不

能说是永远绝对有益的。 最好的方法，在若干情况下，必

然成为最坏的方法。”“没有任何十全十美的方法，也没有

一定有害的方法。 ”[33]所以，在运用德育方法时，一定要从

系统整体的思想出发，充分发挥德育方法的整体功能。
2.理论描述方法多，实践验证方法少

从整体研究情况来看，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新的德育

方法，并且对每种新的德育方法进行介绍，但对每种新的

德育方法实验验证少。研究中存在着方法描述多，实验验

证少的缺陷。 这样就使得每种德育方法成为改革德育的

“点缀品”，造成德育方法改革热闹非凡的假象，而实践中

的德育方法仍然是传统的， 德育方法的改革流于形式而

无实质内容，不像教学方法改革那样，具有广泛的实验基

础。 所以， 德育方法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具体方法的描述

上，而应把重点放在具体方法实践上，通过实验不断总结

经验教训，不断完善方法运用规范和程序，使之成为具有

一般意义的方法，增强新方法的普遍适用性。
3.方法改革创新思路泛化，缺乏具体性

在改革与创新德育方法的策略措施上，学者们提出

了种种设想，真是名目繁多，令人目不暇接。 但我们冷静

思考之后， 则发现许多改革策略、 改革措施是那样的宽

泛，更多的是理念的更新，大政方针的思路，不具有可操

作性。像以人为本，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实行教学民主，
变单向灌输为双向交流；变保守式为开放式，由显性教育

转为隐性教育，以良好的环境熏陶人等等，具体怎样做，
既没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法，研

究停留在理性上，没有回归实践层面。我们看到这些策略

和措施，仍然不会做。所以，在德育方法的改革策略上，我

们的重心要下移，要深入到实践第一线，把具有可行性、
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探讨作为重点。

4.方法分类研究混乱，缺乏系统整体性

从上文叙述中可以看出，有关德育方法的分类有着

多种方案，德育方法分类研究十分混乱。 总体看来，德育

方法分类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分类的客观依据不够充分，
从而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全面性及实用性。 二是分类的理

论标准不够明确， 从而影响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内在

逻辑性。三是类别与类别之间没有沟通性，从而导致分类

的混乱无序性。
所谓分类，就是根据事物的本质特征，划分一定的

标准，再按标准把那些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归为一类，使

它们呈现出既独立又相关的特征。 我国的分类注意到类

的独立性，没有注意到类的横向联系性，故而呈现出混乱

的状态。笔者以为德育方法分类应从两个维度进行思考，
一是德育方法的纵向分类（层次分类）；二是德育方法的

横向分类（类型分类）。 这样两个维度交叉形成德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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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立体体系。就纵向而言，德育方法论可以分为德育哲

学方法论、一般具体的德育方法论、德育具体方式的方法

论。这种方法论反映了从抽象到一般到具体的思维路径。
从横向来说，就学校教育活动而言，有教学活动、课外活

动、后勤服务活动和校园环境营造活动几个方面。其德育

方法可以分为德育教学方法论 （包括德育课程教学方法

论、其他学科教学渗透德育方法论）、课外活动德育方法

论、管理服务活动方法论和校园环境熏陶方法论等方面。
当然，在整体构建德育方法体系时，要根据时代的特点和

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的变化，深入研究受教育者的思想特

点，把握德育基本方法的内在规律，理顺各种教育方法之

间的关系，做到德育哲学方法、一般德育方法、学科德育

方法和具体德育方式方法层次有序衔接，动态发展，因地

制宜、因人制宜，根据不同的环节采取不同的方法，以达

到德育的目的。
5.国外方法介绍多，中国化、本土化实验少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们翻译和介绍了国外的

德育理论和德育方法，使我们开阔了视界，了解到世界各

国德育发展的趋向。 于是全面介绍与借鉴国外德育理论

和德育方法的研究相当多，例如“价值澄清”的理论和方

法、 道德认知发展的理论与方法、 社会学习的理论与方

法、关怀理论的方法等。但这些方法在我国更多的是停留

在理论的借鉴研究上， 在实践中运用这些方法的案例不

多。 此外这些理论与方法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文化背

景，把它们引进中国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基

础是否与这些价值观相吻合，我们的研究还很少，国外德

育理论与方法的中国化、 本土化还有待践行、 验证和发

展。 例如，价值澄清法在中国如何运用，如何使这种方法

更好地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关系，
社会学习理论特别强调“榜样示范”的作用，注重社会环

境建设，我们应该怎样应对等等。这些方法在国外的出现

都有其历史背景、社会现实基础和民族文化基础，在他们

国家有效合理，但移植到中国是否妥当，我们是否需要加

工改造，使之符合中国实际，最终达到“洋为 中 用”的 目

的，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6.否定灌输，倡导对话、主体建构

纵观德育方法研究全过程， 批判和否定灌输法，倡

导对话、协商和主体建构法是人们的共识，这种认识反映

了德育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有其客观理论基础。 但是，道

德教育是不是就不需要灌输，灌输法是否就没有效果。笔

者认为这里有认识上的误区，问题的关键是对“灌输”含

义的理解，灌输既包括用强硬的态度硬性灌输，要求受教

育者无条件地接受， 也包括说理、 解释使品德修养者理

解、感化主动接受，前者是我们反对的，后者是我们主张

的。 即便是对话、协商、主体建构也需要教育者的价值引

导，因为对话不会总是意见完全统一的，有时是存在矛盾

的，需要教育者讲解，达到以理服人；同样协商和主体建

构时也会出现矛盾，品德修养者无法做出价值选择时，也

需要教育者的价值引领， 这里的引领同样具有灌输的意

义，当然，这里的灌输是指上述的后者。所以，我们在进行

德育方法改革时，一定要坚持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不

要采用简单的否定历史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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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纯粹灌输式、 填鸭式的道德教育方式和空洞的理论说

教，往往会产生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因而难以产生良好

的教育效果。由于每一个现实的人、具体的人是道德的承

担者，道德的真正存在并发挥作用离不开人的内在自觉，
只有被内心信念认可并实践的道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

德。 因此，在道德教育过程中，不仅应重视学生对道德知

识的掌握与理解，而且应坚持以学生为本，贴近实际、贴

近学生、 贴近生活， 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社会生

活，把道德教育目标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践联系起来，把

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把注重

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结合起来，采用案例式、启发式、讨

论式的教育方法，发挥学生在道德分析、判断、选择过程

中的能动性，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与自主选择，培养学生

的道德认识、道德观念、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促进学生

的全面健康持续发展。
4.在教育方法上，应发挥教育者的榜样示范作用

关怀理论注重道德感染力和榜样在道德教育中 的

作用，认为身教（modeling）是道德教育的关键要素，教师

关心的行为是学生学会关心的动力源泉和无言向导，主

张教师在德育实践中认真观察与感受学生传递的信息，
善于与学生建立起关心型师生关系， 强调师生之间应相

互关心、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平等交流，营造有利于道

德教育的环境，通过关心、对话、教师榜样示范等活动让

学生真正感受与体验关心。 这启示我们， 教师应以身作

则，身教重于言教，通过自身良好的师德修养和高尚的道

德情操， 对学生优良品德的形成起潜移默化的感染和示

范作用。 当代大学生自尊感很强，对于理解、信赖和赞许

的情感需要十分强烈，教师应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尊重

学生的道德人格，认真地观察与感受学生传递的信息，充

分考虑学生的发展需要，构建和谐融洽的良好师生关系，
营造充满关怀、关爱的道德情境，让关心与尊重的价值理

念得以传播，善于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尊重、平等、宽

容与对话方式开展道德教育，通过情感的沟通、思想的交

流和思维的启迪，释疑解惑，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不断增

强德育的情感性，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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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Review on the Method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New Period
Zhang Zhong-hua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212013)
Abstract: The method of moral education is a general name of active ways and means used by educators

and learners during the activities of moral education to accomplish the target and mission of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es on the methods of moral education in China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during 30 years of
“Reforms and Opening up”: the beginning, the steady and the relatively booming stage. The contents of these
researches included the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methods and the generation of new ones, the
quotation of foreign methods and the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ones,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 and reformation of
the methods, and how to choose and apply them.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se researches, such as
disorganization of classification, more researches on concrete methods but less on system building study; more on
theoretical description methods but less on practical methods; generalization of the innovation in method
reformation, the lack of operability and denying inculcation, and the advocate of dialogue and building of
subject.

Key words: New Period; Moral Education; Methods of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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