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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
.

德 育 过 程 规 律 初 探

刘 同 音

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一种重要形

式
,

是一定社会
,

一定阶级的道德得 以转化为

人们的内在品质
,

从而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

既受社会

主义教育的一般规律所制约
,

又 受 德 育 过

程的特殊规律所制约
。

因此
,

研究德育过程

的特殊规律
,

对有效地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

育
,

使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变为人们的

道德品质
,

是十分有意义的
。

(一 )

德育过程必须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

导
。

只有在马克思主 义认识论的指导下才能

科学地揭示德育过程的本质
。

关于品德 问题
,

马克 思 主 义 认识论认

为
,

人的正确思想来源于实践
,

是客观现实

的反映
。

就是说
,

人的品德不是天生 的
,

是

后天培养的
。

在德育过程 中
,

学生掌握道德

规范是从具体到抽象
,

由特 殊 到 一般 的过

程
。

据调查
,

学生对什么是道德的认识就是

如此
。

如
:
小学低年级学生对什么是道德的

回答是
: “

象雷锋叔叔那 样 的 人就 是道德

的
” ; 而小学高年级学生 则回答

: “
不做对

集体有害的事就是道德的
。 ” 又如 : 对团结友

爱的认识
,

学龄初期的学生认为
,

和同学好好

玩
,

不打架
,

就是团结友爱
,
而学龄中期的学

生认为
,

互相帮助
,

对朋友忠诚
,

就是团结友

爱
。

这些事例说明
,

学生掌握行为规 范的过

程
,

也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
。

道德规范的掌握仅是道德 认 识 上 的提

高
,

品德的形成
,

还需把道德认识转化为行

为习惯
。

由知变为行
,

是将道德认识运用于

实践的过程
,

若没有实践机会
,

知就不能转

化为行
。

如集体主义精神
,

若不在集体中生

活
,

就体现不出来
。

实践不仅是知转化为行

的必要条件
,

也是检验品德是否形成的客观

标准
。

品德的形成是实践
、

认识
、

再实践
、

再认识的循环往复过程
。

根据这一规律的要求
,

在进行道德教育

的过程中
,

不仅在传授道德知识时要做到由

具体到抽象
、

由近及远
、

由浅人深
,

不断提高

学生的道德认识
,

而且要有意识地组织实践

活动
,

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通过锻炼
,

形成

行为习惯
,

养成道德 品质
。

(二 )

道德教育过程是道德品质各种成分矛盾

运动的过程
。

任何一种道德品质都包含有认

识
、

情感
、

意志
、

信念和行为习惯几个基本

成分
。

在实际生活中
,

由于经历不同
,

兴趣

爱好不同
,

所处环境不同
,

因此每个人的道

德认识
、

情感
、

意志
、

信念和行为习惯等成

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经常是不平衡的
。

道德教育就是要解决这个不平衡的问题
。

但

是
,

旧的不平衡解决了
,

新的 不平 衡 又 产

生
,

就在这由不平衡到平衡的运动过程中
,

人的道德品质不断得到向前发展和提高
。

道德认 识
、

情感
、

意志
、

信念和行为习

惯之间是有区别的
,

但又是互相联系的
。

道

德知识对于构成任何一种完美的道德品质来

说
,

都是不可缺少的认识基础
。

特别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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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共产主义道德品质
,

没有一定的科学知

识
,

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
,

是 不 可 能 实现

的
。

道德情感
、

意志
、

信念和行为习惯
,

一般

来说是在一定的道德认识的支配下形成的
。

实际生活中常常看到
,

有了正确的道德

认识
,

有时也不一定能转化为道德行为
,

其

原因是没有将认识转化为信念
。

道德信念是

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发自内心的真诚信仰和

强烈责任感
。

它既不是对道德的一般了解
,

也不是意志的一般表现
,

而是深刻的道德认

识
,

炽烈的道德情感和顽强的道德意志的有

机统一
,

其统一的基础是人们履行道德义务

的社会生活实践
。

道德信念同道德认识
、

道

德情感
、

道德意志相比
,

具有 综 合 性
、

稳

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
,

所以在人们的道德品

质中居于主导地位
。

一旦牢固地确立了道德

信念
,

就能自觉地坚定不移地依照自己确定

的信念来选择行为而进行活动
,

按照自己的

信念来鉴别自己的行为和别人行为的善恶
。

但从道德品质的最终形成来看
,

还不能仅停

留在道德信念和自觉性上
,

而必须把道德信

念
、

道德行为变成道德习惯
。

有了道德习惯
,

才能够经常持续地
、

自然而然地选择道德行

为和进行道德活动
。

作为科学研究
,

把道德品质中各成分分

别抽出来
,

置于特定条件下加以考察
,

这完全

是可以的
。

但从教育实践来看
,

任何州个教

师在培养学生道德品质过程中
,

都不可能孤

立地在知
、

情
、

意
、

行某一方面进行培养
,

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可能只对某 一 方 面 起作

用
,

而对其它方面不起作用
。

机械地以认识
、

情感
、

意志
、

信念和行为 习惯为序
,

来进行

教育和影响
,

都是难 以收到良好的效果的 ;只

有在提高道德认识的同时
,

培养人们的道德

情感和道德意志
,

在教育人们确立坚定的道

德信念的同时
,

在道德实践中培养 行 为 习

惯
,

相互配合进行
,

才能提高教育效果
。

虽然德育过程中各种成分的教育必须同

时进行
,

但这并不是说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

对其中一方面加以侧重
。

如
:
意志不坚的人

需要加强意志的培养
。

训练学生道德意志
,

需

要采取如下措施
:

第一
,

使学生获得道德意

志概念和榜样
,

产 生 意 志 锻炼的愿望 , 第

二
,

组织行为练习提高意志力
。

这样
,

在锻炼

意志的同时就提高了道德认识和培养了行为

习惯
。

这说明在实际进行教育的过程中
,

知
、

情
、

意
、

行是不可分割的
,

是同时进行的
。

这一规律的特点说明
,

德育过程可以有

多种开端
,

德育的方式 方 法 也 必 须多种多

样
,

不能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
,

而忽视其它

方面
,

否则
,

就收不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

(三 )

任何一种道德品质的形成
,

都是积极因

素克服消极因素的矛盾斗争过程
。

这一矛盾

斗争在道德品质几个基本成分内存在着
,

在

各种思想品德之间存在着
,

也在各种不同思

想水平的人之间存在着
。

从儿童思想意识发

展状况来看
,

他们的头脑象白纸一样纯洁的

状态是非常短 暂的
。

从他们懂事开始
,

就接

受着教育和外界各方面给予的道德影响
。

这

影响总是有积极的和消极的
,

通常是以公与

私
,

先进与落后
,

正确与错误不同形式表现

出来
。

积极因素是正确教育和影响的结果
,

也是新品德扎根的土壤和发展的基础
,

是克

服消极因素和抵制不良影响的内在力量
。

消

极因素是不良教育和影响的结果
,

也是继续

接受不良影响的基础
,

是发扬积极因素接受

正确教育的障碍
。

在斗争中哪一种因素占主

导地位
,

矛盾就向哪一方面转化
。

任何学生

的思想品德中都有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

多

泛
、

好的学生也会有不足的地方
,

多么差的学

生也会有某一方面的优点
。

道德教育过程
,

就是促进积极因素不断增强并战胜消极因素

的过程
。

遵循德育过程这一客观规律
,

教师应当

经常关心学生的思想情况
,

从他们的思想矛

盾中找出推动他们思想进步的积极因素
,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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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引导
,

使他们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

作用
,

推动学生的思想斗争顺利向前发展
。

(四 )

德育是在一定实践活动和交往中对受教

育者施加教育和影响的
。

它具有鲜明的社会

性和实践性
,

教育者具有群众性
,

教育影响

具有广泛性
。

道德是调节人 和人 之 间 关系的行为规

范
,

离开了社会实践就无道德可言
。

社会实

践是道德品质的来源
,

也是检验道德品质是

否形成的客观标准
。

它比知识
、

技能的社会

性和实践性表现得更强烈
。

例如
,

一个人有

了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暂时

不表露出来
,

但思想品德却不能不表现
。

因

为受教育者既是个学生
,

同时又是个社会成

员
,

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社会生活
,

社会生活

也无时无刻不在要求他们作出反应
。

在实践

活动和社会交往中
,

他们思想品德的性质
、

_

表现形式
、

效果和评价等
,

都是与社会生活

密切联系着
,

都受着社会各方面所给予的影

响
。

其中有积极的
,

也有 消 极 的 , 有 自觉

的
,

也有自发的 , 有直接的
,

也有间接的
。

德育过程中的教育者不限于学校教师
,

凡是

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的形 成 有 影 响作用

的
,

都具有教育者的性质
。

教育的因素是极

其广泛而复杂的
,

使得德育过程与社会生活

之间几乎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
。

由于德育

具有社会性
、

实践性
,

在组织德育过程中
,

应在教学为主的前提下适当地组织学生参加

一些有益的社会活动
。

使学生有机会接触社

会生活实际
,

真正体验到人民利益和社会需

要与个体利益的一致
,

从而激发学生想人民

所想
、

急人民所急的感情
,

使之变社会需要

为个体需要
,

促使其由知精化为行
。

由于德

育过程中教育者具有群众性
,

教育影响具有

广泛性
,

这就给德育过程带来了更加复杂的

任务
。

学校作为一个专门教育机关
,

为了充

分发挥其专门职能作用
,

就应该把学校和社

会
、

家庭密切联系起来
,

调动各方面级育力

量的积极性
,

把广泛的教育因素尽可能地纳

人学校德育过程
,

发挥其积极作用
,

抵制其

消极作用
,

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

(五 )

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边活动

的过程
。

教育者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起主导作

用
,

受教育者的各种思想品德的形成主要是

教育的结果
,

但是受教育者在德育过程中并

不是消极地接受教育
。

受教育者不仅是教育

的客体
,

而且是教育的主体
。

在道德教育过

程中受教育者的 内因是很重要的
,

要注意培

养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能力
。

自我教育是受教育者为了形 成 良 好 的

思想品德
,

而进行自觉的思想转化和行为控

制的活动
。

这种 自我教育能力是在教育的影

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

是其强烈进取心的

一种表现
。

受教育者一旦形成了教育所要求

的思想品德
,

这种思想品德就作为个体的道

德修养转化成为一种能动的自我教育力最
,

积极同教育者相配合
,

成为德育过程中不可

缺少的教育力量
。

例如
,

对学生进行理想教

育
、

爱国主义教育和 自觉纪律教育
,

当学生

具有远大的理想
、

爱国主义精神和自觉遵守

纪律的品质时
,

这就不仅能对社会作出积极

反应
,

而且对他自己的品德形成也能起到积

极作用
。

随着学生们的认识能力和思想品德

的发展
,

他们的 自我教育能力也就逐渐形成

并不断增强
。

自我教育能力和其它道德品质的构成一

样
,

体现在知
、

情
、

意
、

行各个方面
。

例如
,

在知的方面有自我意识
,

自我批评 ; 在行的

方面有自我检点
,

自我训练 ; 在情的方面有

自我体验
,

自我悔恨 , 尤其在意志方面表现

的更丰富有力
,

有自我鼓舞
,

自我命令
,

自

我誓言
,

自我禁约和自我检查等
。

如果学生

具有了这些自我教育的能力
,

必将增强他们

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

增强其自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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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亏弓弓弓夺
“ 路漫漫其修

远兮
,

吾将上下而

求索
。 ”

在人类历

史的长河中
,

不知

其数的名人志士 留

韶
心冲

J

仍否戈戈杰
,

,
创
心眨
戈仍璐戈沈蕊况蕊 ~ 韶 ~ 今

扣

青少年与 “ 格言
”

`

书、 气` 、

勺口
月

勺户 尸 奋̀
、
气盯

,

叹沁
.

卜
高 友 德 ~ 二 ~ 二、 、 、 乎

多中学生和大学生

所推 崇 的 格言
。

这说明他们对人生

价值已开始形成自

己的见解和评价
。

下了他们探索人生 的思想浪花
。

一句精辟的

格言
,

富有哲理
,

耐人寻味
,

发人深省
,

给人以

智慧
,

给人以启迪
,

铭刻在心
,

终生难忘
。

高

尔基曾经讲过
: “

我在谚语中
,

— 换句话说
,

我在警句的思维中
,

学会了很多的东西
。 ”

许多青少年都抄录了一些闪耀着思想光

芒的格言
,

以作敲诫
。

从他们喜爱的格言中
,

可以看出他们在

人生
、

信念
、

品德
、

修养
、

成才
、

奋斗
、

友

谊
、

爱情等方面的差异
。

小学五
、

六年级的学生即将毕业
。

面临着

一个考初中的问题
。

他们感到在与小伙伴们

的竞赛中
,

谁最珍惜时间
,

谁就能达到目的
。

因此
,

爱好
“
惜时

”
格言的 占三 分之一 以

上
,

如
“
浪费时间就等于自杀

” , “
时间就是

生命
”
等等

。

“

知识就是力量
” , “

智慧之于灵魂
,

有如

健康之于身体
”

等格言
,

越来越为广大青少

年所喜爱
。

“
人生就是奋斗

,

我是我心灵的主宰
” ,

“
你看到伟人高不可攀

,

那是因为你坐着
,

站起来吧 ! ” “
人生能有几回搏

”

等等
,

是许

“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 当回忆往事

的时候
,

他不致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
,

也

不致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 , 在临死

的时候
,

他能够说
: `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

力
,

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为

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 ’ ” 这一曲 闪 耀着思想

美和语言美的光彩的保尔的心声
,

深深地激

励着年轻一代的心
。

他们每当想到这句格言

时
,

内心总是激起青春的火花
。

许多青少年

都把它列为最喜欢的格言
。

对格言的选择
,

可 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思

想境界
。

一位工读生最爱的格言是
“ 人为财

死
,

鸟为食亡
” 。

这说明资产阶级的这种腐

朽的人生哲学
,

正象毒蛇一 样 残 害着他那

幼稚的心灵
,

也反映了思想教育的薄弱
。

有些大学生写道
: “

凭自己的能力
,

自

我奋斗
。 ”

离开了土壤
、

阳光和雨露
,

能有

树木参天
、

繁花似锦吗 ? 也 有 的 大 学生对
“
主观为自己

,

客观为别人
” 这句格言津津

乐道
,

这是一种经过一番精心梳妆打扮了的

个人主义
。

一个主观为自己的人
,

决不可能

去客观为别人
。

评和自我监督的严格性和经常性
,

从而增强

他们拒腐蚀的能力
。

自我教育的扩大就可以 在 学 生 个体之

间
,

个体和集体之间形成
“ 平行影响

” ,

从

而促进优秀集体的形成
、

巩 固和发展
。

优秀

集体与个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

民主与集中

的关系
,

使学生自我教育具有了组织性
。

充

分发挥集体的
“
平行影响

”
作用

,

是任何教

育者的直接教育所不能代替的
。

可见
,

进行道德 教育
,

不仅要培养学生

的道德品质
,

还要注意培养学生 自我教育能

力
,

使他们由教育的客体变为教育的主体
。

由于学生在不同年龄阶段自我教育能力有不

同特点
,

这就要求在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

必须相应地调整好教育与自我教育之间的关

系
,

把教育和 自我教育结合起来
,

才能收到预

期的效果
。

但这并不是说可以用自我教育代

替教育
,

而 是笋求教育者在进行德育过程

中
,

要注意组织和指导个人 和 集 体 的自我

教育
。

这种要求对 教 育 者 来说
,

不是降低

了
,

而是捉高了
,

要求教育者有 更 强 的 贵

任
,

更高的教育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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