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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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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体谅模式在西方德育理论中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试图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和实践优势三方面对

该模式进行论述 , 并结合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际进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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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谅模式是以道德情感为主线的学校德育理论 ,

于 20 世纪 70 年代由英国学校道德教育家彼得. 麦克

菲尔及其同事所创立。体谅模式把情感教育置于德育

首位而在诸多德育理论中独树一帜 , 风靡于英国与北

美地区, 并日渐在西方被教师和学生所接受。

一、体谅模式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 英国一直盛行以绝对权威

为基础的教育。二战后,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移

民的大量涌入导致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多元化 , 使得

各种形式的权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年轻人困

惑、迷茫、吸毒、凶杀、性混乱、抢劫等犯罪行为大量增

加 , 如何摆脱混乱 , 使青少年走出“ 误区”成为英国学

校 德 育 面 临 的 一 项 重 要 而 紧 迫 的 任 务 。1967 年 到

1971 年, 麦氏领导的德育课程研究通过大规模且详尽

的调查和实验, 发现学生普遍希望具有获得体谅、被

别人关心和体谅、关心别人的需要 , 以及与教师平等

相待和谐相处的需要。因而, 他们致力于发展“ 教学生

如何关心”的德育模式, 并最终创立了体谅模式。该模

式主要是通过系列德育课程的教材《 生命线》( Life-

line) 以及教师参考用书《 学会关心》(Learning to care)来

展开的。

体谅模式吸收了人本主义思想 , 同时又接受了行

为主义的社会制约理论和实践。它从学生的需要出

发 , 以情感教育为指导思想 , 重新确立了学校德育的

基础和原则。该模式认为: ①“ 人类的基本需要是与人

友好相处、爱或被爱 , 帮助人们去满足这种需要是德

育的首要职责。”[1]因此学校应该帮助学生解决人的个

性和社会关系方面的问题, 而不是过分强调掌握知识

和积累知识。②“ 品德是感染来的 , 而非直接教来的 ,

在引导学生关心人、体谅人的人际意识中 , 重要的是

营造相互关心、相互体谅的课堂气氛 , 以及教师在关

心人、体谅人上起到的表率作用。”[2]③成熟是一种有

创造性的关心。[3]

二、体谅模式的优势

第一, 使道德教育贴近生活。反对只重道德理性

培养和道德知识灌输的传统的德育方法 , 强调德育要

贴近生活、回归生活。一方面, 体谅模式的理论来源于

生活, 另一方面它又服务于生活。它的目的在于通过

关心体谅 , 帮助个人从困惑、疑虑及矛盾等生活问题

中解脱出来, 使个人生活更加美好和谐。麦克菲尔主

张的德育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来进行 , 也就是这

个意思。比如说, 在《 生命线》一书中, 就提出针对性别

态度、代沟、宗教等问题进行德育。总之 , 体谅模式强

调以生活为中心实施德育 , 以德育促进生活质量的提

高, 因为“ 关心他人是一种愉快的生活方式。”[4]

第二, 具有很强的课堂操作性。麦克菲尔认为 :

“ 为别人而活, 是回报性的和有动力的 , 而且真正意义

可以说是为自己而活。”学校德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

学生成熟的社会判断力和行为的发展 , 成熟是具有创

造性的关心, 并在关心中获得快乐。为此, 麦克菲尔及

其同事编写了德育系列教科书《 生命线》( Lifeline) 以

及教师用书《 学会关心》( Learning to care) , 试图证明 :

为他人活是值得奖励的。要求学生善于体察和理解他

人的需要、兴 趣、感情和关 心 他 人 的 学 习 、生 活 与 工

作。两本书中详细列举了体谅模式的一系列操作程

序 , 包括由教师向学生提供道德情景、再以学生为主

展开角色扮演、共同讨论和案例分析等步骤 , 这些给

学生以强烈的情感冲动和深刻反思的机会 , 并促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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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进行道德行为实践, 同时也为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

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摹本。比如对使用敏感性卡片的教

学程序的建议如下: [5]

1.宣读或板书一种体谅情景。2.请学生写出自己

在这种情景中会怎么办。3.寻求建设性的行动方针或

收集答案, 并选择一种行动方针作为开始。4.邀请一组

作出类似反映的学生 , 分角色扮演该情景、该反应以

及他们想到的随即发生的事情。5.启发全班学生对角

色扮演者的反应进行评论 , 启发其他方面的角色扮

演。6.如果学生还有兴趣, 可继续扮演和讨论学生提出

的进一步反应。7.师生共同总结, 并让学生作出最终的

判断。

第三, 具有较强的实效性。目前采用体谅模式的

教材在英国和北美以各种版本出版 , 历年不衰。该模

式的运用也受到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广泛欢迎。同时,

麦克菲尔等人认为有以下品质的学生需要体谅模式

的帮助 : 自我中心、自我陶醉、自私自利、粗暴乖戾以

及作为对不幸和不健康的社会反应而产生的其它一

些品质。体谅模式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努力将人们从恐

怖和互不信任中解放出来 , 使学生能够给予和接受

爱 , 至少是兄弟姐妹般的爱 , 并使学生体会到体谅他

人是一种愉快的事情。该模式有助于密切师生之间以

及学生之间的关系, 营造良好的学习与生活氛围。良

好的运用效果证明了体谅模式的实效性。

三、体谅模式之借鉴

第一, 从德育内容来看, 应力图使其生活化。即德

育应贴近学生生活, 为学生所理解, 所接受。回归学生

的生活世界, 让学生体验生活、感悟生活 , 才是德育的

最终归宿。“ 反思当前我国学校德育之艰难, 实效性差

的原因 , 尽管 有很多 , 但究 其根源 , 可以 说 是 无‘ 人 ’

的 , 与学生生命———生活相脱节或相悖的、简单的、形

式化的说教”。[6]“ 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

同样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德育也是死德育。传统的“ 理

论一大篇, 思想不沾边”, 要求过高 , 不分层次 , 与社会

现实与个人现实相脱节的德育内容急待改革。“ 道德

是为人而设的, 应当顾及大众的需求与实践的意愿 ,

这样才能有恰当的可行性。”[7]要达到此目的 , 德育就

必须彻底冲破“ 政治化”的束缚 , 以贴近时代、贴近生

活、贴近学生个体为根本。体谅模式告诉我们应该根

据学生的需要设置德育内容 , 因此应该让“ 学校教育

从政治化、抽象化、空洞化的说教王国走出来 , 回归生

活, 关注、指导和引导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8]否则生

活也就失去了有针对性的道德指导与调整而陷入平

庸。德育只有深入到学生实际中去 , 成为学生的良师

益友, 才能走进学生的心灵、引起他们的共鸣、唤起他

们的兴趣 , 提高他们的认识 ; 才能真正的对学生产生

影响, 进而达到引导教育的目的。

第二, 从德育方法来看, 应改革传统的灌输教育

法 , 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力和行为。科尔柏格认为: 灌

输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 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

学方法。[9]传统的灌输教育法重道德知识的灌输, 而轻

视情感、意志、行为的培养, 轻视道德讨论、分析、判断、

选择这些过程。这种灌输教育, 运用训诫、奖惩等手段,

以问答式教学等“ 知识灌输”为中心 , 把学生当成“ 口

袋”, 认为我们往口袋里装什么他就有什么。这种“ 美德

口袋”教育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缺陷的, 是不符合德育

规律的。这种教育容易使学生成为语言上的巨人, 行动

上的矮子, 无形中助长了学生不说实话、言行不一的毛

病。因为单纯的道德知识和美德的灌输, 以及生硬的说

教会引发学生的对抗心理和逆反情绪, 不利于产生发

自本人内心信念的道德行为。向学生宣讲道德理论对

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是必要的, 但不能把理论传授变

成空洞说教, 要结合考虑学生的道德需要、思想实际和

社会现实问题, 在培养学生道德情感、道德判断、道德

选择和道德行为的能力方面下功夫。

第三 , 从德育目标来看 , 目标应具针对性和梯度

性。德育目标的合理与否对德育的实效至关重要。合

理的目标才能促进德育顺利进行。体谅模式提出了层

层推进的目标体系 : 从培养学生对他人的需要、利益

的敏感性和体谅人的动机 , 到培养丰富的人际意识 ,

直到培养比人际意识更复杂的社会意识。它告诉我们

德育目标应具备针对性和梯度性。即遵循发展性原

理 , 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设立德育目标 , 要根据不同

年龄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的差异性 , 有侧重点、有针

对性地制定目标, 克服以往德育目标“ 高、大、空”的缺

陷, 扭转学校德育中的“ 倒金字塔”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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