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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国内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第一部专著，探索闸释了“德育哲学”的产生条件、理论根据、学
科性质、多重价值和理论构架，德育的工具性本质、门的性本质和载体性本质及其关系，德育功能和
价值，德育规律的特征、过程机理和德育中知、情、意、行的深层逻辑，德育知行统一观的根本原则
，德育作为意识流动的特殊运作方式、“德育需求珲性”、德育效益的可持续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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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求是》、《马克思丰义研究》、《教育研究》、《哲学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一百八十余篇，
主要著作有：《社会思潮冲击与青年学生若干社会价值观念导向》、《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学生思想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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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一　导论：哲学思维与德育哲学　　第一章　德育哲学界说和德育的前提性承诺　　一　哲学
与人的德性修养　　在人类的精神生活家园里，在人的生活体验、体认深处，美好的东西之间总是贯
通的，有价值的“事件”之间总是相连的。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人们的精神领域也是如此。
这不难理解。
因为自人猿揖别，人类就跨进了追求进步的漫漫之路；而人们每一新的心得的真正获得，必有众多相
关因素的观照和支撑，经过多视角、多层面的选择、运演、砥砺和筛定，才能被确证、确认下来，从
而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黑格尔说得对，思想现实是种种规定的综合。
毛泽东讲得更为精彩，他说，人脑是一个思想加工厂。
而恩格斯则深刻指出：“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
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
⋯⋯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
”①将几位先哲的话联结起来，我们是否会获得这样的启示。
人类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原本就是综合的，是没有什么“专业”、“学科”分别的，因为人们思维至
上性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只是后来随着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复杂化，专门性的认识和研究才成为必要。
但是，人们的意识文化愈是分化，就愈是需要联结和统摄。
因为思想的现实永远是综合的。
所以科学发展史上的学科综合总是与学科分化相伴而生。
其实，人类个体的思想意识发展，也只是以简约的形式重复走过了人类共同走过的沧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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