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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整合德育知识的新建树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历来有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
如今时值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道德状况常令人不安，道德教育自然备受关注。
于是，德育论著纷至沓来，异常走俏。
问题是，我国现今道德教育知识来源与价值观念相当复杂，除古代儒家道德修养学说的深层影响外，
尚有西方近代以来道德教育理论的渗透，苏俄道德教育理论的影响，根据地德育的历史经验，更有人
民共和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德育经验的积累。
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德育”概念的内涵、外延有别，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多有变化，即使
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度也存在不同德育价值观念的争议，遂发生整合德育知识的困难，以致我国教育
理论界迄今为止对不同历史类型的道德教育实践综合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对各种道德教育理论流派
的探讨还不深入，关于德育的见解莫衷一是，而加入德育研究行列者，又并非都属训练有素的专家。
自古“贵玉之国多珉，好凤之国多鸥。
名之所在，伪之所趋”（方孝孺），良莠不齐，也就难免给原属难题的德育理论添乱。
结果，在现今德育文献中，概念泛化，观念陈旧，逻辑混乱，屡见不鲜，自然难以形成清晰的思路。
故建构符合国情的德育理论，不能不从澄清这个领域理论上的混乱入手。
　　黄向阳博士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德育基础理论的研究。
他的教育基础理论功底原来就比较扎实，为了系统地研究道德教育问题，多年来，又广泛涉猎、认真
钻研伦理学、教育伦理学、元教育学文献及有代表性的道德教育论著，尤其对“元伦理学”与当代德
育模式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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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育原理》首先对德育概念进行辨析。
第一章着重探讨把政治、世界观、人生观、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的教育一概纳入德育范畴的合理性及
问题之所在。
第二章从教育的特性、教育与道德的内在联系出发，透视德育概念的内涵，描述德育从“教育目的”
沦为“教育工作”的历史演变，分析德育“工作化”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误导；第三章针对各种反对
和怀疑学校德育的主张，为学校德育的必要性辩护；第四章讨论道德是否可教，从伦理学、教学论和
语言学上澄清讨论中出现的各种分歧，努力为道德可教的信念构建理性基础；第五章分类、分层、分
方面考察学校德育的具体内容，提供一种系统观察和研究学校德育内容的分析框架；第六章着重考察
语言、榜样、情境教材等德育手段，第七章进一步考察德育手段的使用方法及其教育意义，第八章探
索学校德育的实施途径，尝试揭示通过学科教学间接渗透道德影响的机制。
《德育原理》的最后一部分把德育的内容、手段、方法、途径综合起来，考察它们在一定的道德理论
和德育理论指导下的实际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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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德育即道德教育一　“德育”的名与实二　古代作为社会意识教育的德育三　近代以来
作为道德教育的德育四　当代中国的“大德育”五　从“泛指社会意识教育的德育”到“限指道德教
育的德育”第二章　德育即教育的道德目的一　教育的道德性质二　教育与道德三　德育地位的历史
演变四　从作为教育工作的德育回到作为教育目的的德育第三章　德育的必要性一　怀疑与反对意见
二　以个人道德发展为取向的辩护三　以促进社会道德进步为取向的辩护四　以维持学校生活秩序为
取向的辩护五　个人、社会、学校取向的关系六　消极德育与积极德育七　反对道德相对主义八　理
性的德育信念第四章　德育的可能性一　美德可教吗？
二　伦理学分歧三　教学论分歧四　语言学分歧五　道德可教之信念的理性基础第五章　德育内容一
　道德类型与德育二　道德层次与德育三　品德结构与德育四　我国学校德育内容的调整与改革第六
章　德育手段第七章　德育方法第八章　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第九章　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
第十章　体谅模式第十一章　社会行动模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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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德育即教育的道德目的　　既然“德育”就是“道德教育”，那么，揭示“德育”概念的
内涵，关键就在于回答：什么是道德？
什么又是教育？
教育与道德究竟有什么关系？
前面的讨论已经涉及道德的性质，现在集中来考察一下教育的性质，以及教育与道德的关系。
　　一、教育的道德性质　　（一）“教育”定义“两个凡是”质疑　　我们教育界通常这样给“教
育”下定义：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狭义
上说，凡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人身心施加影响，都是教育。
　　上述定义大致揭示了教育概念的内涵，但对我们认识和把握教育的性质帮助不大。
其原因在于，这种界定本身并不周延，例如：独立的学习活动，对人的知识、技能、思想品德均有影
响，它是教育吗？
母亲给孩子哺乳，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甚至有组织的活动，而且婴儿身体发育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是教育吗？
教人偷东西也完全是有意识地对人施加的一种影响，这种活动是教育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上述关于“教育”定义的“两个凡是”有悖于健全的常识。
　　以往关于“什么是教育”的探讨，重在概念分析。
人们试图通过考察“教育事态”的本质属性，揭示“教育概念”的内涵。
惟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有限，概念分析工作进展缓慢。
加之“教育”一词既可用以表达“教育概念”，亦可用以表达“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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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育原理》是黄向阳博士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研究的成果。
作者教育基础理论功底扎实，多年来广泛涉猎、认真钻研伦理学、教育伦理学、元教育学文献集有代
表性的道德教育论著，密切关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进展，与中小学进行合作，在此基础上撰写出了该
书。
这本著作不仅从澄清“德育”概念入手，而且把“德育”诸概念的辨析与整合贯穿于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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