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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8C_87_E5_c67_472524.htm 教育学原理的德育部

分知识点相对较多，变动也相对较大，万学海文的教育学名

师在强化班的课堂上对新增知识点解析时，主要分析了德育

的模式，现摘录如下： 一、知识点的解析 l德育模式是在德育

实施过程中道德与德育理论、德育内容、德育手段、德育方

法、德育途径的某种组合方式。 （一）道德认知发展模式 l1

、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模式 l1932年，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

第一个系统地追踪研究儿童道德认知发展，提出了道德认知

发展理论。 l皮亚杰根据儿童对规则的理解和使用，对过失和

说谎的认识和对公正的认识的考察和研究，把儿童道德认知

发展划分为三个有序的阶段： l（1）前道德阶段（04岁）。

儿童还不能把自己与外界区分开来，将自己与外界混为一谈

，以为自己就等同于外界，没有和外界共处的规则意识。 l

（2）他律阶段（48岁）。这一阶段儿童的道德判断是依据外

在的规则做出的，他们的道德标准只取决于是否服从这些成

人给予的外在规则，道德判断只注意外在的行为结果，而不

关注内在的动机，受自身之外的道德规则所支配，具有被动

性和客体性。 l（3）自律阶段（812岁）。这一阶段的道德判

断已经从外在的客体性转向内在的主体性，不再简单地服从

外部的道德规则，而是用公正、平等、责任去进行判断，认

识到规则是共同约定的，要反映共同的利益，而不是成人的

权威或霸权。皮亚杰认为，只有当儿童的道德判断达到了自

律水平时，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道德。 l皮亚杰认为儿童道德发



展的这些阶段的顺序是固定不变的，儿童的道德认识是从他

律道德向自律道德转化的过程。 l只有达到了自律水平这个水

平，儿童才算有了真正的道德。 2、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

展模式 l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的著名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

家、教育家柯尔伯格。他反对相对主义的道德价值观，主张

建立普遍的道德价值。 （1）道德判断的重要假设 l①道德判

断形式反映个体道德判断水平。 l道德判断有内容与形式之别

。 l所谓道德判断内容就是对道德问题所作的“该”或“不该

”、“对”或“错”的回答； l所谓道德判断形式指的是判断

的理由以及说明过程中所包含的推理方式。后者反映个体的

道德判断水平。 l②个体的道德判断形式处于不断发展之中。

l他设计了“两难故事法”用以测定青少年的道德发展水平和

阶段，并提出了著名的道德发展“三水平六阶段”学说，即

： 前习俗道德水平（阶段1 惩罚与服从， 阶段2个人的工具主

义目的与交换） ； 习俗道德水平（阶段3 相互的人际期望、

人际关系与人际协调， 阶段4社会制度和良心维持） ；后习

俗道德水平（阶段5至上的权力、社会契约或功利， 阶段6普

遍性伦理原则）。 l个体的道德判断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经历

性质不同但有相互关联的三种水平和六个阶段； l上述三种水

平和六个阶段按照不变的顺序由低到高逐步展开； l更高层次

和阶段的道德推理能兼容更低层次和阶段的道德推理方式；

反之，则不能。 l③冲突的交往和生活情境最适合于促进个体

道德判断力的发展。 l第一，道德的发展是学习结果，这种学

习不同于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l第二，道德的发展有赖于个体

的道德自主性。道德不可能从外部强加于人，而是个体内部

状态与外界交互作用的产物。 l第三，冲突的交往和生活情境



最适合于促进个体道德判断力的发展。 （2）道德教育理论 l

①道德教育旨在促进道德判断的发展及其与行为的一致性。

该模式强调道德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促进学生的道德判断

不断向更高水平和阶段发展，其次在于促进学生道德判断与

行为的一致性。 l②道德教育应该奉行发展性原则。该原则根

据儿童已有的发展水平确定教育内容，创造机会让学生接触

和思考高于其一个阶段的道德理由和道德推理方式，赞成学

生认知失衡，引导学生在寻求新的认知平衡之中不断地提高

道德判断水平。 l③把道德判断的原则直接教给人们的方法并

不可取，因为道德认知都是发自内心的，而变化又都是渐进

的，因此，促进人们的道德发展要按照一定阶段和顺序来进

行。 l④不能以教育者的权威从外面向人们灌输道德观念，道

德认知的变化乃是人们遭遇到某种道德上的冲突而引起的，

所以，教育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被教育者注意到真正的道

德冲突，思考用于解决这种冲突的理由是否恰当，发现解决

这种冲突的新的思想方法。 l⑤社会环境对人们道德发展具有

巨大作用，在学校中要树立良好的公正群体气氛，这是道德

教育必要的条件。 （3）道德教育的方法和策略 l根据发展性

原则，认知道德发展模式实施德育的方法和策略包括： l第一

，了解学生当前的道德判断发展水平； l第二，运用道德难题

引起学生的意见分歧和认知失衡； l第三，向学生揭示比他们

高一阶段的道德推理方式； l第四，引导学生在比较中自动接

受比自己原有的道德推理方式更为合理的推理方式； l第五，

鼓励学生把自己的道德判断付诸行动。 （4）该模式的优点 l

一是提出以公正观发展为主线的德育发展阶段理论，通过实

证研究，做出了完整的理性阐述； l二是建构了较为科学的道



德发展观，提出智力与道德判断力关系的一般观点； l三是通

过实验建立了崭新的学校德育模式，提出课堂道德讨论法、

公正团体法等一系列可操作性德育过程，重新确立了人的主

体性和学校德育的功能。 （5）该模式的缺陷 l一是太过于强

调认知力的作用，忽视了对道德行动的研究，而后者对德育

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l二是强调了道德判断的形式而忽视了内

容的作用，忽视了道德发展中的情感因素； l三是阶段理论有

缺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出现6个阶段，各阶段之间可以出

现可逆性； l四是在批评传统德育靠机械重复训练的作法时却

完全排斥了道德习惯的作用。 （二）体谅模式 l体谅或学会关

心的道德教育模式形成于70年代，为英国学校德育学家彼得

。麦克费尔和他的同事所创，风靡于英国和北美。与认知性

道德发展模式强调道德认知发展不同，体谅模式把道德情感

的培养置于中心地位。 1、理论假设 l（1）与人友好相处是人

类的基本需要，帮助学生满足这种需要是教育的职责。 l（2

）道德教育重在提高学生的人际意识和社会意识，引导学生

学会关心，学会体谅。 l（3）鼓励青少年试验各种不同的角

色和身份。 l（4）教育即学会关心。教师引导学生学会关心

的最佳办法，就是教师自己去学会关心。 2、围绕人际社会

情境问题的道德教育 l（1）设身处地。其目的在于发展个体

体谅他人的动机。 l（2）证明规则。其一般目的在于给学生

以机会，以设法解决当他们试图取得成年人的地位并在与其

他成年人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和工作时发生的各种常见的问题

，具体目的在于帮助青少年学生形成健全的同一性意识，并

把自己视为对自己的共同体做出贡献的人。 l（3）付诸行动

。其宗旨在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你，会怎样做？ 3



、体谅模式的优点 l有助于教师较全面地认识学生对特定人际

社会问题的各种可能反应； l有助于教师较全面地认识学生在

解决特定的人际社会问题可能遭到的种种困难，以便更好地

帮助学生学会关心； l提供了一系列可能的反应，教师能够根

据它们指导学生围绕大家提出的行动方针进行讨论或角色扮

演的主题。 l提供了一整套提高学生人际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开

放性情境教材，并为教师了解和使用这套教材提供了一系列

的教师指南。 4、体谅模式在理论上的缺陷 l第一，麦克费尔

对于青少年学生的需要和特点的描述带有鲜明的人本主义色

彩，可他关于道德感染、道德表率、观察学习和社会模仿的

观点又有明显的行为主义倾向。怎能用如此不同甚至对立的

理论作为同一德育模式的理论基础，西方评论家对此表示非

常疑惑。 l第二，麦克费尔的研究对象主要是12-18岁的西方

文化背景下的中产阶级子弟，他关于社会反应的道德分类的

普适性值得怀疑。 l第三，麦克费尔关于青少年期是人生“社

会试验期”的理论假设不完全可靠，也许人生的“社会试验

期” 早在少年期来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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