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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校德育概论》是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专家审定的小学教育专业教材。
全书共分 11章。
内容涉及人的德性与学校德育、个体品德发展与学校德育、学校德育目标和内容、学校德育手段和方
法、学校德育的整体构想、德育课程与教学、其他课程中的德育渗透、班级群体与班级德育、班级学
生指导、学校德育评价、德育网络等。
书中既有对德育理论问题的一般阐述与解释，也有对学校德育实践问题的梳理与分析，还有对学校德
育尤其是小学德育应用原理以及操作方法的陈述与说明。
在基础原理方面，注意探讨了人的德性与道德教育的关系、学生品德发展及其德育要求、德育手段和
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学校德育的整体构建等问题；在应用原理方面，突出阐述了如何进行小学德育课
程的编制与教学、如何在小学其他课程中有效地进行德育渗透、如何有效地开展班级德育工作、如何
对班级群体和个体进仃指导、如何开展学校德育评价特别是如何改进学生品德评价、如何构建德育网
络等问题。
　　《学校德育概论》可作小学教育专业本专科教材和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教材或主要参考用书，也可
供教育硕士小学教育方向和有志于从事中小学德育理论与实践工作的相关人士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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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个体品德发展与学校德育：　　第一节　品德发展概述：　　一、品德及其特点：　　品
德亦即道德品质，是一个人长期的道德行为所表现出的比较稳定的、一贯的心理特征或倾向。
品德是一种个性心理现象，既具有明显的个体意识倾向性，也包含一定的个性心理特征。
与一般个性心理不同的是，品德以道德价值为核心，是“个性中具有道德价值的核心部分”①，自我
意识、目的、理想、信念等在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则是其根本属性。
　　在心理学中，对于品德是否表现为一种心理特质，存在着特质论和情境论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
特质论者认为，品德就是一种能够导致习惯性行为的心理特质，这种心理特质能够在不同的行为情境
中表现出稳定性、一贯性。
但是，20世纪20、30年代，哈桑和梅（Hart-shorne，H.& May，M．A．）等人历经三年的“品格教育
研究”项目，在对约11000多名8～16岁的被试进行了有关诚实和欺骗行为的实验之后发现：儿童的品
德是其所处特殊情境的函数，在特殊情境中，个体的行为是否诚实，依赖于不诚实所获得的奖赏、不
诚实被发现的概率和社会标准等因素。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家对于个体具有某种特质是否必然产生行为的一致性，又进
行了几十年的仔细研究。
基于此类研究，情境论者便提出，人的行为并不具有一致性，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行为反应
，并不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品格特质。
尽管如此，从品德这一个性心理现象的整体来看，两种观点似乎并不矛盾。
特质论注重品德之为品德的个体性、一致性维度，情境论突出品德之为品德的实践性、有效性维度。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把品德的特点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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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
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教育越来越成为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推动科技迅猛进步，进而不断增强综合国
力的重要力量，成为我国从人口大国逐步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力量。
教师教育的改革发展直接关系到千百万教师的成长，关系到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关系到一代新人思
想道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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