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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当代学校德育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学校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系
统梳理。
整个教材以对道德的概念界说为基础，强调了道德的生命基础与实践意义，阐述了德育的内在要素、
结构与功能。
本书采用较为灵活的编写方式，突出案例教学与分析，是一本集理论性与可读性于一身、富有鲜明时
代特点的读本。
作为教师教育系列教材之一，本书可为高等师范院校本、专科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供教师继续教育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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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1992年起在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开始执教《德育原理》这门课程，迄今已经整整18个年头，期
间多次萌生编写教材的念头，终因诸多原因未能如愿。
一则因为自己经验尚不够丰富，所作研究尚不够系统和深入，不少问题总是在困扰着自己，且新的问
题不断涌现；再则因为编写上的困难，特别是对德育自身理解上的模糊，尤其是对学校德育的内在要
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甚难厘清，故而使得我们很难一以贯之地找到一个准确的逻辑起点或基石使得
整个教材的体系得以完整而不至于落入不能自圆其说之境。
　　出于理论探究与实践教学的需要，我们大胆地开始了编写《德育原理》教材的尝试。
我们试图在梳理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德育理论研究成果与学校德育实践发展的基础之上，结合我
们这些年来所作的德育课题研究，特别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研究，力争在学校德育的理解上有所
创新。
结合教材编写的特点与要求，同时也为了体现这些年来国内外同行们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为此，我们
在以下方面作了努力：　　第一，试图确立一种以“大道德”为基础的“大德育”观。
与过去人们所主张的包罗万象的大德育观有所不同，我们所主张的大德育观实际上是基于传统道德精
神之上的大道德观，以“大道德”界定与限定“大德育”，即：我们认为，传统道德中所主张的道与
德的动态意义及其所具有的不同道德层次涵括了自然、社会与人生，特别是人的道德实践与领悟活动
方面的广泛内容，由此，以道德为基础的学校德育自然也就有了丰富的内涵与内容，并依据不同的领
悟水平体现为不同的类型与程度。
　　第二，强调建立以“生命·实践”为基础的学校德育体系。
道德是人对世界的一种精神把握方式。
个体是作为主体的身份参与到道德生活与实践之中的，这种以生命活动为基础的道德实践具有鲜明的
目的性、自觉性、主体性与实践性。
个体对道德的领悟与个体的道德发展无不与其生活实践具有密切的关系。
而学生的生活世界也正是学生生命实践的展开与张扬，离开了对生命意义领悟的道德活动是枯燥的，
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这些年来几所参与我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研究与实验的学校德育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注重对传统道德精神的挖掘与开发。
自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到“十一五”规划课题，我和同事及学生们一直致力于传统道德的
课程资源开发，其初衷是缘于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道德精神的迷失，也看到了学校德
育在培养传统精神方面的失效，此事关乎中华民族之未来，故而，整个教材的中心思想便是力图引导
学生充分认识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
　　第四，强调了学校德育过程的双向互动特征，特别分析了新的德育活动中教师与学生的新型关系
的构建，突出了德育过程中教师作为一个教育者，他既是德育中道德的施教者，同时也是教育与生活
中的道德学习者的双重社会角色的内涵与意义。
　　除上述之外，我们在编写体例上也力图有所新意，以便于引导学生的拓展学习和自主学习。
本书每一章正文之前增加了内容提要与问题导入，主要章节中均加入了实验学校参与课题研究的部分
教师们的经典案例，而在每章节结束后，则增加了问题思考与拓展阅读，一方面供学生思考，另一方
面也是为了引导学生对中外经典的广泛阅读。
　　整个教材由我设计编写提纲并对全书进行修改与统稿，邓达博士、李清雁博士协助我设计与统稿
。
　　本书的内容框架具体如下：　　前言部分　　第一部分　变革与困惑：当代学校德育的境遇。
分3章进行论述，　　第二部分　谁是教育者：学校德育中的教师与学生。
分3章进行论述，　　第三部分　“教”与“不教”：学校德育的实施、管理与评价。
分4章进行论述，　　第四部分　继承与借鉴：传统学校德育及发展。
分2章进行论述。
　　具体分工如下：　　李　佳（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撰写第一、第二章；　　邓　达（四川乐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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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学院）撰写第三章和第九章；　　李清雁（吉林北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撰写第四章、第五章和第
六章；　　易连云、兰英（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撰写第七章；　　邱永琼（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撰写第八章；　　白　勤（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撰写第十章；　　于洪燕（重庆教育学院）撰
写第十一、第十二章。
　　教材中的部分案例由参与本课题的实验学校提供，它们分别是：　　贵州省遵义市第五中学、遵
义县三中、重庆市巴川中学、重庆市涪陵区第十四中学、重庆市渝北区五星路小学、重庆市北碚区朝
阳小学、重庆市北碚区朝阳中学。
　　教材的编写是一件复杂而又艰难的事情，既要做到向学生传递相对稳定的知识，同时又要通过教
材向学生们介绍新的观点和精神，这一平衡的把握既需要水平又需要智慧，基于此，本教材中，难免
瑕疵或可商榷之处，敬请同仁与使用该教材的学生们批评指正。
　　最后，作为本书的主编者，我代表全体编写成员向支持出版了本教材的武汉大学出版社表示衷心
的感谢，感谢具体负责本书联系与编辑的梁艳女士；感谢本教材编写中所涉及的所有参考资料的作者
，你们的成果给了我们编写本教材丰富的智慧，同时这些资料的科学性与学术价值也成为本教材坚实
的学术基础，此外，还要感谢几年来为课题研究提供了友情合作与大力支持的各实验学校领导与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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