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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德育课程论》遵循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际的研究思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
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从多学科视角，对德育课
程的历史发展，现代德育课程理论依据，现代德育课程的特征、结构和功能以及现代德育课程设计、
实施和评价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揭示了现代德育课程观念对现代德育理
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意义和价值，并从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直接课程与间接课程、学科课程与活动
课程相结合的视角，探讨了德育何以可以通过课程进行教授、把什么样的知识纳入课程体系以及如何
进行教授和评价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大德育”和“大课程”相结合的现代德育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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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佘双好，男，1964年出生，法学博士，教授，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
现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所所长。
研究方向为道德发展与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德育原理》主要成员。
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10多项，出版个人专著（《现代德育课程论》、《青少年思想道德现状及健全措
施研究》等多部，主编（《毕生发展与教育》、《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等10多部。
学术兼职：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特约研
究员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德育课程论>>

书籍目录

原序序导论一、现代德育课程研究的意义（一）从西方形形色色德育课程理论的广泛传播，看加强德
育课程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二）从我国现代德育课程研究的滞后性，看德育课程研究的紧迫性（三）
从我国现实德育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看研究现代德育课程理论的必要性（四）从现代德育模式的探
讨，看现代德育课程研究的必然性二、现代德育课程的基本内涵（一）现代德育课程的基本构成（二
）现代德育课程的基本内涵三、现代德育课程研究的特殊要求四、现代德育课程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思路（二）研究方法第一章 德育课程思想的历史发展一、我国古代德育课程思想的历史发展
（一）我国古代德育课程思想的历史演变（二）我国古代德育课程的基本特点（三）我国古代德育课
程思想对现代德育课程建设的价值二、西方德育课程思想的历史发展（一）西方古代德育课程思想（
二）西方近代的德育课程思想（三）西方现代德育课程思想第二章 现代德育课程的理论基础一、马克
思、恩格斯的德育课程思想（一）关于人的活动的主体性、人的本质及人的全面发展（二）关于加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客观性和必要性（三）关于资产阶级学校德育的本质（四）关于无产阶级的
德育（五）关于无产阶级德育的途径和方式二、列宁的德育课程思想（一）关于学校课程的思想政治
方向（二）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的原则（三）关于在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
义课程的问题（四）关于德育课程学习与人类一切文化知识学习（五）关于书本知识学习与实践锻炼
三、中国共产党的德育课程思想（一）关于学校德育的内涵（二）关于直接德育课程的设置（三）关
于直接德育课程学习与其他课程学习（四）关于书本知识学习与社会实践锻炼（五）关于思想政治教
育的方法第三章 现代德育课程的特征、结构和功能一、现代德育课程的基本特征（一）内容和形式的
辩证统（二）理论性和活动性的辩证统（三）直接德育课程与间接德育课程的辩证统（四）显性德育
课程和隐性德育课程的统（五）课程学习与学生德行培养的统二、现代德育课程的结构（一）现代德
育课程的德育内容结构（二）现代德育课程的形式结构三、现代德育课程的功能（一）显性德育课程
的功能（二）隐性德育课程的功能⋯⋯第四章 现代德育课程的设计第五章 现代德育课程的实施第六
章 现代德育课程的评价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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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德育概念在我国的发展来看，德育概念在20世纪传人我国，1904年王国维以“德育”与“知育
”、“美育”三词，向国人介绍叔本华的思想；1906年，又将“德育”、“智育（知育）”、美育合
称为“心育”，与“体育”相提并论。
其后出现的德育概念也主要限定在“道德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等相提并论①。
新中国成立以后，德育概念得到了极大拓展，逐渐与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联系在一起
。
“到了80年代，随着德育内容的不断丰富，人们逐渐感到作为道德教育简称的德育只能是狭义的，迫
切需要扩展德育的内涵，将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人生观世界观教育、法制教育等都收进德育这一概
念中来，于是便出现了广义的德育概念。
”②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大德育观念不仅为广大德育工作者所接受，而且以文件方式确定
下来。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试行）》明确指出：“德育即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它体现教育的
社会性与阶级性，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与智育、体育等相互联系，彼此渗透，密切协调，共同育人。
”③从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德育概念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学校德育内容不仅包括道德品质教育，而且包
含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民主与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学风教育
、劳动教育、审美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内容，是一种包含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的“大德育”。
　　（3）从德育实践过程来看，“大德育”概念是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观念　　“大德
育”的概念在我国不仅约定成俗，以正式的文件形式加以明确，而且在德育实践中也是行之有效的。
尽管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把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区分开来，但是，在德育实践过程中，我们
很难把道德教育与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区分开来，道德教育必然渗透着各种思想、政治方面因素；同
样，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与发展过程，也不是一种孤立的发展过程，思想政治观念的形成有助于学
生道德素质的培养和完善，反过来，良好道德素质对于培养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有着积极的影响，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在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结
构中也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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