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大学学报 199 1年第一期

哲学社会科学版

皮亚杰道德发展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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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是世界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
。

他在深涉

生物学
、

心理学
、

认识论
、

数理逻辑
、

控制论领域中

得益非浅
,

用以对儿童智慧的研究
,

创立了发生认识

论
,

并在此基础上扩展为对人类行为的研究
,

提出了

自己的道德发展思想
。

皮亚杰道德发展思想的
“

主知说
”

倾向非常明

显
,

他反复强调
“
智慧就是适应

” ,

①他认为 ,

机体

不仅要在生理水平上适应环境
,

而且要在心理的和

认识的水平上适应环境
,

而这种适应
,

是主体在认识

发展中不断重建与客体相应的认识结构的过程
。

皮亚杰肯定认知发展是情感发展的必要条件
,

理智成熟是道德成熟的标志
。

他说
: “

一切行为事先

都要有活动的工具和技术
:

动作和智力
。

但是一切行

为也要先有动机和最后的价值目标
:

情趣
。

因此情感

和智力乃是不可分开的
,

它们构成了人类行为相辅

相成的两个方面
。 ” ②处于不同认知水平的儿童对同

一个道德规则或原则
,

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

作出

不同的反应
。

当认知结构达到较高层次时
,

道德判断

与道德选择也达到较高层次
。

如道德意志并不是单

纯道德训练的结果
,

它是儿童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

的调节能量的机能
,

与具体运算的思维具有密切的

关系
,

当儿童能对物质世界的事物和价值进行分类

时
,

他对道德行为的选择就具有自觉的特征
。 “
意志

与具体运算的不同仅在于
,

意志是一种情感的运转
,

它只与价值的守恒性和协调性
,

以及价值领域的可

逆性有关
。

而智慧的运算却与证实或关系的协调和

守恒性有关
。 ” ③再如人格

,

是
“

服从于一定观念和

信念而调节行为价值的力量
” ,

是在具体运算的中
、

晚期
,

借助于思维而实现的对理想的设计而出现的

道德发展
。

皮亚杰认为
,

逻辑结构的发展直接影响到

现实范畴的发展
, “
经验改变着智力

、

智力也改变了

经验
。

现实与理性之间是相互依赖的
。 ” ④人作为一

种有目的地行动的动物
,

他希望自己的行为有什么

样的后果
,

取决于他怎样理解有关的环境 ; 个体的认

知水平不仅影响他的道德判断
,

而且制约了他的行

为发展水平
,

对自然规律的无知导致危害
,

而又弱比会

生活通则的无知同样造成对人对己的危害
.

认识是

人与环境之间逐渐形成的一种适应性联系
。

是不是皮亚杰主张道德的发展取决于机体认知

的自然成熟呢? 否
。

他认为
,

思维的形象方面和运算

方面都来源于感知运动的活动
。

皮亚杰反对先验论

的
“
天赋说

”
和经验论的

“
白板说

” ,

在他看来
, “

客

体肯定是存在的
,

客体又具有结构
,

客体结构也是独

立存在于我们之外的
。

但是客体及其恒常性只是借

助于运演结构才为我们所认识
,

人把这些运演结构

应用到客体身上
,

并把运演结构作为使我们能达到

客休的那种同化过程的构架
” 。

⑤应当指出
,

在主体

与客体之中
,

皮亚杰更重视的是主休对客体的作用

而不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
,

主休是主动的
、

能动的一

方
,

主体通过对客休的认知活动形成一定的
“

图式
” 。

“

图式
”
是主御卜部活动结构和内部思维活动结构悦

式的统一 , 客体只有被主体
“

图式
”
同化之后才能被

主体认识和利用
,

与主休的认识与实践活动有关的

客体只能是主休图式外化建构的产物
。

但是
,

主休对

客休的建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
,

它是一个永无止

境的过程
,

有待于被整合
、

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

即
“
认识既不能看作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

了的— 它们起因于有效的和不断的建构 ; 也不能

看作是在客体预先存在着的特性中预先决定了的
,

因为客体只是通过这些内部结构的中介作用才被认

识的
,

并且这些结构还通过把它们结合到更大的范

围之中而使它们丰富起来
” ⑧

.

这就把主体与客体在

认识活动中被统一起来
,

思维与存在在建构活动中

被同一起来
。

人类的道德发展
,

实质上是个体与外部

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主体的认知图式不断整合
、

拓

展
、

协调发展的自我建构过程
。

社会生活规范的思维

内容
,

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思维方式
,

是在社会生

活的过程中形成的
, “
应该到儿童和父母的关系中去

寻找规律观念的根源
” ⑦

,

但是
,

道德发展并不仅仅

停留在社会规范内化的阶段上
,

而是演变成某种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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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上的必然性
,

形成主体的思维图式 , 然后
,

主体又

按照这些有关客体的知识把主体实际动作组织起来

作用于客体
,

以新的方式发生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
,

从而改造转变客体
,

这就是外化过程
。

正是由于主客

体间相互作用的活动
,

才使主体由遗传而得的认知

图式不断复杂化
,

也就不断地加强了智慧的适应功

能
。

因此
,

主休发藕发展的程度
,

取决于个体活动的

水平
。

在皮亚杰看来
,

智力的发展是一个主体自我建

构的过程
,

即认知图式的进化过程
, “
发生认识论主

要的成果是这样一个发现
:

我们获得知识的唯一途

径是凭借连续不断的建构
,

否则我们不可能获得任

何持久的知识
” 。

⑧从皮亚杰对儿童
、

青少年认知

一
,

情感发展的描迷中
,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

事实
,

那就 j录嗜注发展的每一阶段
,

主客体相互关系方

面都存在着一 个自我中心的状态 , 个体只有放弃原

有的自我中心熟见点
。

代之以更高层次上的认知
,

才能

获拜更好的适应
。

皮亚杰指出
,

我们可以把认知结构

看牛是 个开放的系统
,

只有通过与环境连续不断

的交泣
,

才熊裸持其形式
。

而认知结构与环境的交流

则交义1过主体灼同化
、

工汉应功能活动实现的
。

同化和

顺应住个体的知觉仄眺扩大
,

在更多的信息和经验

的关殡
.

钦耘认识和分
,

仁华
。

打孩原有的白我中心状态
,

分认 丫
、

认知乙余认 次忍吏好的适应
。

个体在什么样

的补顶止认戈几出自找
:

仇旅在 f卜么样的名̀平
_

七完成道

孙代拼粼儿佑扮为 书的和皮亚杰把认知分为成熟

的认分 产多劲刃份介认娜
:

并对这二种汰知伏态作了

升`
_

性沐旅履
。

今砚
、

成卜认知也叫杀失性认知
, `

它是粉

跳
`

,
·

l

体的技;
片

一

打也泞得到了满足成受魏折来组

织亡戮九知
,

易
一

种决私的认知
。

在这样的认知
`扫

,

只

或热 :筑异是介足还 段愧折了白身的需要
,

而忽视或

忽心了么的兵他
·

公泞征
,

因而带有个人的好恶或

偏梦
、 .

川户代、幼梁分不客双
,

不正确的
。

成热的认知

也峨见官
一

泛汤次知
:

衣二在的认知
,

它无益注态自身需

妥刀 : 衬升翻浴足或父玺沂童玄些特征
,

因而是翔越自我

的
、

多了熟的认勿
。

只有这补无欲无忧的认知
,

才是真

亥几认势
,

才有跳飞发砚事物本身的规律
,

才有助于

形成积极的人格特征
。

因而成熟的认知也是情感健

康和发达的标志
,

它是人们发展与自然界和社会的良

好关系的基本条件
。

皮亚杰关于个体认知
、

情感
、

行为的发展是一个

整体系统的观点
,

不仅强调了认知水平对个体道德

发展的制约作用
,

也有力地支持了以道德认识的提

高为开端的道德教育实践
,

以改善个体理智形式而

提高个体行为水平的道德教育理论
.

皮亚杰的道德发展学说发挥了亚里士多德
、

康

德哲学中关于理性行为的思想
,

认为个体道德规范

的内化过程是以个体对道德情境的理解为前提的
,

有将品德发展与思维发展等同的嫌疑
,

但是
,

皮亚杰

的研究用科学的分析和实验使人们对理智的改进与

行为的改变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
,

更重要的是
,

他向

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

即道德的发展取决于儿

童
、

育少年是否成功地
、

不断地跳出原有的自我中心

状态
,

进入更高层次的认知水平
。 “
行为的本质恰好

在于永远试图超越自身
。

因此
,

行为就向进化提供了

本源性的动力
。 ” ⑧这与皮亚杰受基督教的 “

一粒麦

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

就不能长出新的子粒来
” ,

隐
喻个体只有放弃自我的

一

切
,

采取虚
,

咖态度
,

才能

接受真理
,

得到重生的思想影响不无关系
。

然而正是

皮亚杰将西方文化的深层心理与哲学
、

科学联系起

来
,

提出了令人信服的道德发展学说
,

成为现代心理

学的重要理论
。

近年来
,

由于种种原因
,

社会士;个人士义抬头
,

一些人不仅将个人主义看成是现阶段的必然
,

而且

从西方心理学中寻找论据
,

造成严重的影响
。

我们在

理论上正本清源的同时
,

可以发现不少有益的思想

和经验
,

对形成我国完善的道德教育理论有所裨益
。

例如皮亚杰从对认知
、

情感
、

行为的整休分沂指出个

体认知水平与道德发展间的有机联系
,

关于促使个

体认知不断超越自我的道德教育途径
,

对于培养不

仅具有民族自信心
,

而且具备自我解剖能力的年轻

一代
,

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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