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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德育需要理论引领和模式借鉴
。

但长期以来
,

教育知识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并不畅通
,

理论和实践总是擦肩而过
。

改

革开放以来
,

各级各类的德育课题很多
,

但对课题成果的推介不够
,

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没有能及时转化
,

低水平
、

重复研

究仍然很多
。

鉴于此
,

开设
“

课题成果推介
’

栏目
,

希望传递
、

推广和普及德育研究成果
,

惠及更多儿童与青少年
、

教师
、

学校
、

家庭和社区
,

真正做到让研究者付出的心血有价值
,

让人民花的每一分钱都落地有声
。

本期推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檀传宝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教育类 )
“

十五
”

规划国 家重点项目
`

欣赏型德育模式

建构研究
’

( A E A O I OO 1 5 )的部分成果
。

欣赏型德育模式的核心理念

檀传宝
(北 京师范大 学教育学院

,

北京 10 0 8 7 5 )

〔摘 要〕
“

欣赏型德育模式
”
的核心 追求是使道德教育的价值 引导与道德主体的 自主建构这两个往往

相互时立的方 面能够在 自由
“

欣赏
”

过程中得 以统一和完成
。

这一模式反对灌输
,

要求解放教育对象
;
反对放

任
,

要求提升教育对象
; 力图走一条

“

中庸
”
的教 育道路

,

让德育成为
“
一 幅 美丽的 画

” 、 “
一 曲动 听的歌

” 。

〔关健词〕灌输 ; 欣赏型德育模式
;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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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型德育模式
”
的核心追求是使道德教育的

价值引导与道德主体的 自主建构这两个往往相互对

立的方面能够在 自由的
“

欣赏
”
过程中得以统一和完

成
。

因此
,

这一模式 的一个核心理念是在德育过程

中提倡 自由德育
,

反对灌输
,

力求在德育过程中实现

对教育对象真正意义上 的
“
解放

” 。

一
、

反对灌输—
“

解放教育对象
”

什么是
“

灌输
”

? 从教育学角度看
,

可以从教育

目的
、

内容和方法三个方面加以说 明
。

l[,
2〕从 目的上

说
,

所谓
“

灌输
”
是指那些试图用某种方式封闭或禁

锢学习者思想的做法
;
从 内容上说

,

是指 只提供 单

一
、

封闭和经不起 ( 也不允许 )批判和检验 的教条的

教育
; 从方法上说

,

是指一切采用强制和非理性 的
、

完全无视教育对象存在的方式进行的
“

教育
” 。

在我

看来
,

德育
“
灌输

”
最为突出的特征应是方法上 的强

制或专制
,

所以本研究是在
“

强制灌输
”
的意义上使

用
“

灌输
”

概念的
。

在教育思想史上
,

灌输的主张比比皆是
,

捷克教

育家夸美纽斯在其划时代 的著作 《大教学论 》中提

出
: “
知识可以印在心灵上 面

,

和它的具体形式可以

印在纸上是一样 的
。 ”

在他看来
,

教学的过程就像印

刷机把符号印在纸张上一样
,

是一个相似的机械传

授的过程—
“

代替纸张的
,

我们有心灵尚待印上知

识符号的学生
。

代替活字的
,

我们有教科 书和便利

教学工作的其他工具
。

墨水由教师的声音来代替
,

因为把书上 的知识送到 听者 的心灵 的是教 师的声

音
。

印刷机就是学校 的纪律
,

它使学生赶上工作
,

并

且强迫他们来 学习
。 ”

sj[ 所 以他借用
“

印刷 术
”

( t y
-

p o g r a p h y )这个术语将教 学方法称为
“
教学术

”
( d i

-

d a e h o g r a g h y ) !

灌输之所 以为许多人所认 同
,

是因为它部分地

反映了经验的事实— 教育 的确是人对人的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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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
:

它忽略了真实
、

有效的教育影响必须通过

教育对象的
“
自主建构

”

才能完成这一事实
。

我们之所 以反对德育上的灌枪
,

最主要的理 由

是
:

它一不人道
,

二不科学
。

说灌输的德育是
“
不人道

”

的教育
,

主要是因为

它完全无视受教育者的存在
、

尊严和权利
。

灌输意

味着教育对象是千篇一律
、

没有个性
、

没有自己的经

验
、

情感和思想的白纸
,

可以任由教育机器印刷
。

灌

精也意味着可以完全忽视学生的道德发展及其规

律
,

孩子在进行道德学 习时的必要的心理准备可有

可无
,

孩子们的喜怒哀乐
、

学习生活的质量完全与教

育无关
。

最为重要的是
,

灌输与尊重儿童权利和薄

严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
。

19 8 9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 》的

基本精神是强调儿童不仅仅是被保护的对象
,

而且

是积极和创造性的
“
权利主体

” ,

拥有
“
包括生存

、

发

展和充分参与社会
、

文化
、

教育生活以及他们个人成

长与福利所必需 的其他活动的权利
” 。

联合 国儿童

权利委员会副主席汉姆柏格在解释《儿童权利公约 》

的基本精神时说
:

过去人们关心儿童的墓点是使脆

弱的儿童免受伤害
,

人们还没有普遗认识到儿童是

有 自己的能力
、

观点和想法的
,

应该像所有人一样受

到尊重
。

汉姆柏格对《儿童权利公约》基本精神的四

个原则做了具体说明
:

( 1 )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任

何涉及儿童的事情均以儿童利益为重
, ( 2) 薄重儿童

尊严的原则
— 其意义不局限于儿童不被杀害或伤

害
,

而指向提高儿童生存和发展的质 t ; ( 3) 薄重儿

童的观点和意见的原则— 任何涉及儿童的事情
,

都必须认真听取儿童的意见
; ( 4 )无歧视原则— 所

有儿童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
,

不应受到任何歧视

或忽视
。

闭 由此可见
,

把儿童视为在思想上与成人平

等的人格主体予以尊重是 当今世界的普遗要求
。

说灌输的德育是
“
不科学

”
的教育

,

主要是因为

它违背了道德发展和道德教育的本质和规律
,

效益

低下
。

德育的本质是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
,

而价值

观的改变是无法通过强制 的方式完成的
。

也就是

说
,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强制性的方法暂时改变学生

的行为
,

但我们无法通过这一方式改变他 内心的价

值观
。

儿童在来到教师面前时已经有 了属于自己的

经验
、

思想和情感
。

每一个儿童的道德发展不仅有

性别
、

个性
、

经验等方面的不同
,

而且有发展阶段的

差异
。

当教育者无视教育对象的存在及其道德发展

的实际而进行千篇一律的灌输时
,

就不仅是不尊重

儿童的人格
,

而且是对品德发展和教育规律的蔑视
,

其结果必然是效益低下甚至是反教育的
。

总而言之
,

用柯尔伯格的话说
,

就是
“

灌翰既不

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
,

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授方

法
。

说它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
,

是因为真正 的

道德应当包含对可能出现的价值冲突做出审慎的抉

择 ;
说它不是一种道德的教授方法

,

是因为合乎道德

的教学必然意味着落重儿童正在发展的对所学内容

进行推理与评价的能力
.

s"[ 〕

那么
,

怎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反对灌翰呢 ?

我们认为
,

要有效地反对灌输
,

第一
,

要给予学

生
“

自由
”
的德育

;
第二

,

要给予学生 自由的
“
德育

” 。

前者意味着反对强制
,

后者意味着反对放任
。

在 以

往反对灌翰的许多理论 中
,

人们往往从一个极端走

向另一个极端
。

这样极端或激愤 的思考虽然痛快
,

但由于会遭遇逻辑上的困境
,

其结果往往是
“
反对无

效
” 。

所以
,

我们认为
,

反对德育灌输只有通过真正
“
解放教育对象

”

才能完成
。

所谓
“
解放教育对象

” ,

在德育领域最主要的是指
:

第一
,

教育方式上 的解

放
,

即彻底告别强制灌翰
,

让学生从异化的教育形式

中解放出来
,

自由
、

愉快地习得道德价值与规范
;
第

二
,

价值获得上的解放
,

即在教育过程中让学生能够

对人生的真谛有所领悟
,

使之从纯粹 的动物性和 自

身的价值混乱中解放出来
,

通过 自由的学习获得真

正的道德智惫
,

从而收获社会生活 中的更大自由
、

人

生发展上的更大成就
.

与灌输的德育相比
, “
自由 ” 的德育具有以下重

要特征
:

从 目的上说
,

它力图解放学 习者的思想
,

使

之能够更加 自主
、

愉悦地进行价值选择
、

批判和人格

建设
;从内容上说

,

它能够提供有充分证据
、

有教育

价值
、

可以自由欣赏和批判的道德文化与智惫
,

从而

能够鼓励学生以开放
、

自由的心态进行道德选择
、

品

德建构
;
从方法上说

,

它要通过展现道德文化的智

慧
、

道德人格的光辉
、

道德人生的美好
,

让教育对象

自由和愉快地接受价值与规范教育
。

展现道德文化

的智惫
、

道德人格的光辉
、

道德人生 的美好是
“

欣赏

型德育模式
”

实现的关健环节之一
。

唯有如此
,

教育

对象才可能在对道德文化和智慧的欣赏过程 中
“

自

由而愉快地
”

接受价值与规范的教育
。

二
、

反对放任—
“

提升教育对象
”

《现代汉语词典 》对
“

放任
”
的解释是

“
听其 自然

,

不加约束或干涉
” 。

在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
,

放

任是对灌输的 自然反动
,

是对灌输本能
、

粗糙
、

抽象



因而是虚幻的否定
。

它可以从伦理和教育两个层面

加以分析
。

在伦理学上
,

放任的错误首先表现在对义务 (或

责任 )与 自由辩证关系的错误理解上
。

放任意味着

道德主体只要
“
自由

”
而不要 自由的条件— 履行一

定的义务或承担一定的责任
。

从表面上看
,

义务是

自由的反面
。

伦理学家包尔生说
: “
就其起源上说

,

义务本质上是否定的
: `

您勿
’
是风俗

、

法律
、

义务开

初用来反对 让 自己 的冲动 走过 头 的那 些人 的公

式
。 ”
困但是

, “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 自然规律而独

立
,

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
,

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

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 ① 。 “

在义务 中个人毋宁说

是获得了解放
” , “

义务所限制的并不是自由
,

而只是

自由的抽象
,

即不 自由
。

义务就是达到本质
、

获得肯

定的 自由
” 。

川 即使是包尔生本人也认为
,

我们应当
“

把义务与爱好之 间的冲突视作例外
” ,

因为
“

义务

或道德律的命令是一些表现了一个集体的真正意志

的性质和方向的公式
” 。

〔幻此外
,

德育中的
“
放任

”
往

往还与
“
价值相对主义

”
有关

。

人们往往 会强 调文

化
、

历史和经验对于价值观念形成的影响
,

即强调由

于文化
、

历史
、

经验的不同
,

人们会拥有不 同的价值

观念
,

对同一概念的理解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

由此
,

人们会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普遍价值和价值共识 的存

在及其可能性
。

从德育的角度看
,

所谓
“

放任
”
是指在道德教育

过程 中
“

让孩子为所欲为
” 。

德育上的放任既可能是
“

显性
”
的

,

也可能是
“

隐性
”
的

。 “

显性
”
的放任因为

具有 明显的缺陷
,

往往一 出现就遭到强烈的质疑
,

因

此在实际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最典型的放任形态是
“

隐性
”
的放任

。

无论是
“

显性
”
的放任还是

“

隐性
”
的

放任
,

其既可能源 自价值选择上的完全的
“
价值相对

主义
” ,

也可能源 自教育方法上的
“

儿童中心主义
” ,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

我们可以以美国 20 世纪 70 年

代最为流行 的价值澄清理论 ( V a l u e s C l a r i f i e a t i o n )

为例进行分析
。

价值澄清理论是一种
“

隐性放任
”
的

德育理论
,

因为其原初的 目的是加强价值观教育而

不是
“

放任
”
孩子

。

价值澄清学派认为
,

人们在经验中成长和学习
,

因此价值观始终与塑造和检验价值观的生活经验相

联系
。

对于任何个体而言
,

价值观并非是一成不变

的真理
,

而是在一定环境 中苦心经营某种生活方式

的结果
。

在经过生活的充分锻炼之后
,

我们会形成

某种评价范式和行为倾向
,

某些事物被视 为是正确

的
、

有意义的或有价值的
,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

既

然我们认为价值源于个人 的经验
,

我们就有理 由认

为不同的经验会导致不 同的价值观
,

而任何人的价

值观都会随经验的积累和改变而发生变化
。 ②

在价值澄清学派看来
,

有效的价值形成过程必

须经过三个大步骤
:

选择
、

珍视
、

行动
; 七个小步骤

:

自由的选择
、

从各种可能的选择中选择
、

认真思考每

一种选择的后果再进行选择
、

赞 同与珍视
、

确认
、

根

据选择行动
、

重复
。

图

由于体现 了美 国人思想 自由的核心价值
,

同时

也符合尊重儿童权利
、

经验与选择的美国现代教育

思想的传统
,

价值澄清理论曾经在美 国红极一时
。

但是不难看出
,

价值澄清理论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在

价值相对主义的前提之下回避了价值教育的具体内

容
,

将德育的重点从
“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
的习得转

向了
“

有助于价值观获得
”
的澄清过程

,

是一种典型

的
“

形式主义
”
和

“

过程主义
” 。

如果我们承认不同的

人具有不同的价值观
,

而德育 只是帮助他们澄清本

来就属于他们 自己的价值观
,

那么我们实际上只对

孩子进行了 (道德 )思维的训练
,

而对儿童的品德成

长没有任何实质上 的增益
,

因为一些错误的价值仍

然可以通过 7个步骤的检验而继续存在于儿童的精

神结构之 中—
这当然是危险的

。

美国品德教育理

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托马斯
·

里可纳 ( T h o m a s iL ck
-

。 n a) 教授在其名著《为品德而教育 》一书中尖锐地指

出
:

价值澄清理论的问题在于
,

将一些琐碎的生活问

题与重要的价值观混为一谈
,

把肤浅的道 德相对主

义 四处扩散
;把

“

您想做什么
”
与

“

您应做什么
”
混为

一谈
,

忽略了价值标准存在的必要性
;把儿童当作成

人看待
,

忘记了儿童的价值观有一个需要成人帮助

建立的过程
。 〔̀ 0]

价值澄清理论坚持的价值上的相对主义和教育

上的过程主义
、

儿童 中心主义给美 国文化传统中本

来就有的极端个人主义火上浇油
,

美国的社会道德

和学校德育问题 日益凸显
。

20 世纪 80 年代有评论

认为
, “
现在的状况也许已经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的任

何时期
,

贪婪 和欺诈被大 家认 为是 极其平 常的事

情
。

,,[ ” 〕大量出现的青少年 问题使美国教 育界开始

反思并 回归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
。
〔` 2〕到 了 20 世纪

9 0年代
,

品德教育复兴
,

并逐步成为今 日美国德育

的主流
。

我们在批判强制灌输的同时应 当清醒地认识

到
,

从一个极端走 向另一个极端是错误 的
。

德育的

最重要使命是使教育对象在道德上有所提升
。

我们

应当旗帜鲜明地告诉我们的教育对象
:

价值一方面



具有相对性
,

另一方面也具有普遍性
、

基础性
。

价值

多元不等于没有对错
。

义务所限制的并不是 自由
,

而只是 自由的抽象
,

即不 自由
。

普遍价值
、

底线伦理

的存在是我们进行最起码的对话 和达成共识的前

提
。

迄今 为止
,

人类生活所积累
、

所尊重
、

所遵循的

价值和规范不是绝对的教条
,

而是人类 文明与智慈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只有掌握了已有的价值文明和道

德智慧
,

我们才可 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成长与

品德建构
,

才可能获得更多的尊严
、

更高质量的人生

和更伟大
、

更真实的社会进步
。 “

欣赏型德育模式
”

所追求的其实是一种本原意义上的德育
。

这种德育

不仅追求学生对于人生智慧的真正领悟
、

人生境界

的实质提升
,

而且力图实现 目标过程的人性化
。

我

们强调
,

这一过程应 当是肯定的
、

积极的
、

愉悦的
,

从

内容到形式都应是美丽的
。

三
、

中间路线— 让德育成为
“

一幅美丽

的画
” 、 “

一曲动听的歌
”

如前所述
, ’ `

欣赏型德 育模式
”
希望走一条

“

中

庸
”
的教育道路

,

让德育成为一种
“

乐教
” 、 “

诗教
”
的

事业
,

成为
“

一幅美丽的画
” 、 “

一曲动听 的歌
” ; 让德

育过程的参与者 (教师和学生 ) 能够
“

诗意地安居
” 。

首先
,

德育过程作为
“

一幅美丽的画
” 、 “
一曲动

听的歌
”
表明

,

德育过程需要诗歌
、

绘画
、

音乐
、

多媒

体等一切合适的艺术形式的有机参与
。

德育之所以需要艺术或其他美的形式的参与
,

主要原因在于艺术和美具 有技术意义和价值功能
。

艺术和美对于德育的技术意义首先在于其作为一种
“

添加剂
” ,

可 以使道德教学变得活泼
、

生动
、

令人愉

悦
。

虽然不同年龄
、

性别和个性的儿童对于艺术和

美的形式的偏好各不相同
,

但只要安排合理
,

艺术形

式的适当参与是有助于改造往往过于理性和枯燥的

道德教育的
。

它不仅使我们在道德学习中更加轻

松
、

愉悦
,

而且会让我们更易于体会
、

向往更美好的

道德人生境界
。

艺术和美的价值功能主要表现在对善的正面褒

扬和对恶的批判上
。

美学家列
·

斯托洛维奇说
: “

伦

理和审美这两极是相互适应的
,

即善适应美
,

恶适应

丑
。 ” 二’ 3

一

当然
,

这 一适应是复杂或复合的
,

即
“

艺术美

反映现实的善
,

它的审美评价是以欣赏的
、

赞赏的态

度出现 ;艺术美反映现实的恶
,

它的审美评价是以夸

张
、

变形的审美批判的态度出现
。 ” 二’ `弓换言之

,

虽然

艺术和美不仅反映善也表现丑与恶
,

但是其审美批

判的态度却因此与道德批判具有内在的价值关联
。

由于艺术和美复合地表现着对善的正面褒扬和

对恶的批判
,

因此与一般意义上的德育相比
,

有艺术

和美参与的德育往往更加丰富或者
“

生活化
”

—
它

不是简单
、

逻辑地演绎道德真理
,

而是复合
、

感性地

呈现生活的真实
,

把生活的真理丰富地凸现出来
,

供

道德学习主体自主地判断和选择—
这一点恰恰是

现代德育的基本特征与时代要求
。

由于艺术和美具有技术意义和价值功能
,

所 以

毫无疑问
, “
欣赏型德育模式

”

希望有诗歌
、

小说
、

音

乐
、

绘画
、

影视
、

动画
、

lF as h 等所有为学生们喜爱
,

又能有机地与德育过程结合在一起的艺术美
、

自然

美
、

社会美的参与 ! 当然
,

这一选择仅仅是德育成为
“

一幅美丽的画
” 、 “

一曲动听的歌
”

命题的起点和外

在的意涵
。

德育过程的审美化改造还需要从外在层

面走向内在和精神的层面
。

其次
,

德育过程作为
“

一幅美丽的画
” 、 “

一曲动

听的歌
”
主要是一个隐喻

,

其实质在于
“

内在地借鉴

审美精神
”

来改造德育过程本身
。

关于
“

审美精神
”
的美学讨论很多

,

其中最著名

的是有关审美活动与道德生活相沟通的
“

自由
”
特质

的讨论
。

列
·

斯托洛维奇指出
, “

自由
”
在审美价值

和道德价值中具有不同的存在及内在的统一
: “

在道

德方面
,

自由作为人成为独立
、

主动
、

创造的个性和

在道德活动中表现真正人的本质的可能和能力
,

进

入道德价值
。

而自由以其包罗万象的实质进人审美

价值的内容之中
,

它作为以认识 自然和社会的必然

性为基础的人对 自然现象和社会显示掌握的程度
,

以及人在这些现实中确证的程度 (而存在 )
。

这就是

对社会生活现象审美价值的理解也导致认识他们道

德价值的缘故
。

由于美
,

人们追求善
,

一直到详细地

认识善并从审美上认清恶的丑陋面目而摒弃它
。

因

此
,

真正伟大的艺术甚至不必给 自身提出直接的道

德劝善任务
,

而正是由于它的审美本质而在道德上

对人们产生影响
。 ” , 5 ]

因此
, “
内在地借鉴审美精神

”

来改造德育过程

实际上意味着道德教育必须从内容和过程上展现道

德
“

自由
”

的境界和教育
“

自由
”

的气质
。

道德教育要展现道德
“
自由

”
的境界

。 “

自由的境

界
”

包涵两个最基本的方面
:

一是人生的智慧
; 二是人

格的自由
。 “

人生的智慧
”
是指在道德教育的内容中

道德价值与规范实现
“

合规律性与合 目的性的统一
” 。

道德教育过程是人类道德文化智慧的一种生动呈现
,

当我们在享用人类道德智慧的时候
,

我们实际上是在



观照
、

享用人生的自由境界
。 “
人格 自由

”

是人生智慧

在道德人格上的具体体现
。

在人类生活中
,

一直存在

着道德高尚的人
。

即使是普通 的人
,

他们在某些场

合
、

某些瞬间也会展现出高尚的道德
。

此时此刻
,

他

们是美好的
,

也是 自由的
,

他们 的身上充满着人性的

光辉 (中国古人将这一光辉命名为
“

圣贤气象
”

)
。

道

德教育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呈现这一光辉
,

让人生 自由

和美好的光芒照射在每一个参与道德教育过程的人

身上
,

让他们不仅
“
心向往之

” ,

而且有足够的动力去

追求最美丽和最 自由的人生
。

与此同时
,

道德教育也应 当具有教育
“

自由
”
的

气质
。

道德真理与伟大人格不应 当以异己的形式出

现在受教育者面前
,

成为勉强他们
、

约束和压迫他们

的力量
。

道德教育过程应 当是生动的
、

自由的
,

应当

是克服了黑格尔所说的
“

顽强的疏远性
”
的真正意义

上的审美活动
。

由于道德是以利他的形式调整人际

关系的
,

道德规范本身是以约束道德主体的形式而

存在的
,

因此道德教育的形式非经审美化 的改造无

以实现上述 目标
。 “

欣赏型德育模式
”
的重要努力方

向就是寻找
、

发掘
、

创造那些能够促进道德学习主体

自主
、

自由地进行 道德学 习 的教 育形式
,

使之通过
“

欣赏
”
道德 自由而去 自由地建构 自己的道德人格

。

人们往往将道德教育过程 中的
“

欣赏
”
概念与

“

赏识
”
概念相混 同

。

两者在形式上确有相似之处
,

但在实质上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

最重要 的一点在

于
, “

赏识
”
的对象可以是美好的东西

,

也可以是仅仅

正确
、

合乎规范但并非
“
自由

”
和具有美感的东西

;而
“

欣赏
”
的对象则不仅要正确

、

合乎规范
,

而且必须具

有
“

可欣赏性
” 。

德育的
“

可欣赏性
”
不仅指向德育过

程
、

德育主体外表的自由
,

而且指向道德与教育精神

的优雅与崇高
。

德育的
“
可欣赏性

”
可能存在于哪些方面呢 ? 如

前所述
,

德育过程要成为
“

一幅美丽的画
”
和

“

一曲动

听的歌
” 。 “

一幅美丽的画
”
意味着道德价值和规范经

过处理可以变成被欣赏的文化产品
,

道德人格的光辉

可以成为映照学生道德成长的美丽风景
;而

“

一曲动

听的歌
”
则重点说明德育过程中的教育智慧本身具有

艺术性和可欣赏性
,

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可以主

动
、

愉快地生活和沉浸于美好的学习生活过程之 中
。

这两个侧面实际上就是道德教育内容的
“

自由
”
境界

的呈现和道德教育
“

自由
”
的气质 的展示

。

试想
,

在
“

一曲动听的歌
”
的旋律中欣赏

“

一幅美丽的画
” ,

这是

一种多么美好的道德教育形式与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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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教育中的强大生命力
。

当然
,

理想与现实总

是有差距 的
,

而这种差距正是 机遇 和挑战之所在
。

我们的实验研究在成长中缩短着与理想的差距
。

我

们同时也在对理想教育 的虔诚审视 中
,

寻找和发现

了新的差距
,

寻找和发现了新的方向
。

“
美丽的德育

”
在成长

,

晨光中的大道在前方延

伸
,

我们呼唤更多的同行者
、

更多的早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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