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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凝结着我们这个学术群体集体智慧和生命感动的《当代德育新理论丛书》，终于面世了。
我为之感到由衷的欣慰。
这是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多年来重视道德教育理论建设、钟情于道德教育研究的情结使然。
这是一套关于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的丛书，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
本丛书主要以建构和阐发新的道德教育理念为基本内容。
那么，什么是道德教育基本理论呢？
我以为，基本理论研究主要是对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学术领域中那些根基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基础问
题的研究。
虽然它的一些主题相对稳定，但却可以常思常新，具有恒久的讨论价值。
道德教育作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它也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但道德教育基本理论问
题的研究难度更大，因为它要透析人性本身，又与时代的变化息息相关。
人性研究本身既是一个永恒的，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话题，是一种动态的复杂性存在。
道德教育的核心主题就是讨论人性向善，是引导社会向善，引导个体人凝聚成一个有秩序、有效率、
有整体精神风貌的社会集群。
人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引导个体人提升其精神境界，体认向善的方向和方式，展现人性的美
好品质。
而个体的人性、生命性，与社会的整体风貌之间存在着一种人文关系。
对这种人文关系的研究，既是人类文化的基础性、深层次问题，也是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所要研究的
基本命题。
可以说，道德教育研究的人文主题，恰恰是人作为宇宙生灵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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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晓静，江苏省宝应县人，199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2001年获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
教育硕士学位，2006年获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
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和教
学。
在《课程·教材·教法》、《教育研究与实验》、《全球教育展望》等刊物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二十
余篇。
王持和参与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等项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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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牺牲了学科教学的特殊功效。
通过学科教学，学生能够掌握多种门类的知识，从这些知识中获得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启迪。
这些不同类别的知识能够分别从多方面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理性认知、判断能力，丰富人的精神
生活。
各门学科在教育中各自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的教育功能根本无须通过披上道德课的外衣就能
获得。
在所有学科教学过程中都将考虑直接的道德问题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这既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有害
的。
如果强要这样做，则是以牺牲学科教学的独特功效为代价的。
　　杜威认为学科教学的道德教育是一种间接而不是直接的道德教育，相比直接的道德教育，间接的
道德教育是一个影响更大、范围更广泛也更生动活泼的道德教育领域。
我国也有学者指出了“类道德教育课”的害处。
檀传宝批评“德化”倾向的道德教育只能使学科教学失去间接教育的优势；①黄向阳认为要保持学科
自身的特点，遵循学科教学中自身的规律，在学科教学中只能进行间接的德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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