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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发展的因素 ⑴家庭环境对学生品德发展的影响：家庭环

境会对学生品德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来自两

个方面，即家庭环境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前者包括家庭

的物质生活，家庭结构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家长的职业类型

及文化程度，以及孩子的出生顺序等；后者包括家长的品德

修养，家长对子女的养育态度和期望，以及家庭气氛和家庭

作风等。影响子女品德发展的主要是家庭环境的主观方面。 

①父母的职业和文化程度：丁瑜、李开泰研究发现，父母为

知识分子的比父母为工人农民的、文化程度高较高文化程度

低的父母，前者对孩子的品德具有更积极的影响。 ②父母的

期望：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值越高，则越有利于其品德的积极

发展；相反，如果家长对子女不抱多大希望，则有可能导致

相反的结果。 ③家庭气氛：在“和眭”的家庭气氛中长大的

子女，其品德状况比“平常”气氛下长大的好，而“平常”

的又比“紧张”的好。 ④家庭的人口结构：一个十分重要的

因素就是父母是否分居或离婚。破裂的家庭结构给儿童与青

少年带来了过分紧张的生活气氛和感情冲突，家庭缺乏温暖

和关怀，致使他们失去了生活目标，在道德观念、道德情感

、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等方面易于抽不良的方向发展。至于

那些父母因工作等客观条件而不得不暂时分居两地的子女，

其品德发展则没有受到影响。 ⑤家长对待子女的态度：据日

本心理学家的研究，母亲如果采取保护的、非干涉性的、合



理的、民主的和宽大的态度，儿童与青少年就会富有积极性

，态度友好和情绪安定；反之，如果母亲采取拒绝的、干涉

的、溺爱的、支配的、独裁的和压迫的态度，儿童与青少年

将变得适应能力差，依赖性强，精神不稳定和富有反抗性等

。 ⑵学校对学生品德发展的作用： ①受教育程度与道德发展

的关系：在学校里学习不同门类的课程，有助于人们的道德

推理朝更理性、更全乎逻辑的方向发展。受正规教育的多寡

，影响一个人最终将达到什么样的道德发展水平。 ②道德教

学对儿童道德发展的作用：按学生小组道德讨论的形式，以

两难道德故事为教材进行道德教学，这是柯尔伯枯木逢春提

出的一种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对于提高学生学习道

德教材的兴趣，加深他们对道德问题的理解很有帮助，对于

促进儿童道德待业的成熟也有一定的效果。 ③道德训练的作

用：许多研究表明，短期道德教育训练能明显地改变儿童原

有的道德判断定向，促进道德判断的成熟，也可以用来发展

或纠正儿童的一些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 ⑶个性对学生品德

发展的影响： 个性倾向性 ①道德动机的品德发展中的作用：

唤趣道德行为；反映品德发展的水平；处理各种道德情境；

自我调节道德动机的模式。 ②道德理想在品德发展中的作用

：道德理想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心理现象，它既是一定社会

要求人们追求的道德目标，又反映人民大众愿望；道德理想

从属于社会理想，个体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来确定自己所追

求的道德理想的，并往往是在他认定某种社会理想的条件下

，产生其产生理想，形成其品德的；作为理想的一种形式的

道德理想，就其心理特点来说，也是一种幻想，一种想象。

因此，追求和效仿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



伟人，努力塑造完美道德品质的形象，正是道德理想的特征

；道德理想是需要的一种表现形态，它是一种社会精神需要

，即高层次的需要形态，它是个性意识倾向性的一个组成部

分；道德理想和道德信念是组成道德动机系统的核心因素，

它制约着一个人，特别是中小学生品德发展的方向和水平。 

③人生观在品德发展中的作用：人生观的形成和品德的发展

具有一致性；人生观是社会道德要求转化为个体品德的基本

思想前提；人生观是品德发展的动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给予品德发展以思想倾向性，二是给予品德发展以行

为出发点，三是给予品德发展以习惯。④自我意识在品德发

展中的作用：自我意识是品德发展中的监控结构；它能提高

品德发展的策略性；促使中小学生作出适当的道德评价。 个

性心理特征 ①能力：认知能力是品德发展的基础；认知能力

在品德发展上的作用表现现两极性，要发挥其积极作用，避

免其消极影响；提高认识水平是提高品德修养水平或矫正不

良品德待业习惯，改变错误观念的突破口。 ②气质：气质直

接影响着品德结构、品德过程，特别是道德行为的强度、速

度、灵活性、平衡性和指向性；气质是遗传素质影响个体品

德发展的中介；气质在社会活动中形成个体的品德心理特征

；气质是成功的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依据；气质类型特征也

是进行个体施教的依据。 ③性格：良好的性格无疑地赋予中

小学生的品德以良好的经常的、稳固的特征，相反，不良性

格也给中小学生的不良品德以经常的、稳固的特征，甚至导

致违法犯罪；一个人的性格可以表现他的品德；性格特征可

以发挥道德动机的作用；性格培养可以巩固已形成的品德心

理特征，也可以改造或矫正不良品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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