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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品德与德育 9.1.1．道德与德育 道德特点与德育： 道德

： 道德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

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关系

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 德育： 多数国家的学校德育限指道

德教育，我国学校德育泛指政治教育、思想教育、 道德教育

等，实为社会意识教育。 政治教育指形成学生一定政治观念

、信念和政治信仰的教育； 思想教育是形成学生一定世界观

、人生观的教育； 道德教育即促进学生道德发展的教育。 道

德类型与德育： 从类型划分的角度说，德育即培养学生在私

人生活、国家与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中道德意识，以及

合乎私德、国民公德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

。 德育包括私德、公德和职业道德教育。 私德教育即培养学

生私人生活的道德意识及行为习惯； 公德教育即培养学生国

家与社会公共生活的道德意识及符合国民公德和社会公德的

行为习惯； 职业道德教育即培养学生职业生活的道德意识及

合乎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 道德层次与德育： 从层次划

分的角度说，德育即对学生进行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

规则的教育，激励学生的高尚行为，指导学生的正确行为，

约束学生的不良行为。 德育包括理想、原则、规则层次的道

德教育。 道德理想教育即运用道德倡议形式激励学生的高尚

行为； 道德原则教育即运用道德指令或道德倡议形式指导学

生正确的行为； 道德规则教育即运用道德禁令或道德指令形



式约束学生的不良行为。 9.1.2．品德与德育 品德： 品德是一

定的道德规范在个人思想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较为稳定的特

点和倾向，是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等构成的综合

体。 道德认知即对现实道德关系和道德规范的认识，包括道

德印象的获得、道德概念的形成和道德思维能力的发展等； 

道德情感是对现实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的好恶、爱憎等情感

； 道德行为是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具有道德

意义并能进行道德评价的利他行为或亲社会行为。 德育： 从

德育任务的角度说，德育包括发展学生的道德认识、陶冶学

生的道德情感、 培养学生的德育行为习惯等三个相互联系的

方面。 当代学校德育重在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力和道德敏感

性。 道德判断力即运用一定的道德标准对一定的事件或行为

进行对与错、 当与不当的判断的能力； 道德敏感即敏锐地感

知、理解和体察自己、他人及社群的情感、需要和利益的能

力。 9.1.3．教育与德育 教育的道德标准： 教育必须包含善良

的意图，或道德的目的； 教育必须包含有价值的内容，或有

益的影响； 教育必须采取合乎道德的方式，或在道德上可以

接受的方式。 德育： 德育即教育的道德目的，是学校教学、

管理和辅助性服务等一切工作的目的和归宿。 9.2．直接的道

德教学与间接的道德教育 9.2.1．直接的道德教学 概念及实效

： 直接的道德教学即开设专门的道德课系统地向学生传授道

德知识和道德理论。 道德课的优点： 可以使学校德育的实施

在课程和实践上得到最低限度的保证； 有利于系统地全面地

向学生传授道德知识和道德理论，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 可

以迅速地促进学生道德思维能力和道德敏感性的发展。 9.2.2

．渗透在学科教学中的道德影响 间接的道德教育即在学科教



学、学校与课堂管理、辅助性服务工作中以及学校集体生活

各个层面对学生进行道德渗透。 学科教学中唯一可行的德育

是间接的或渗透式的德育； 道德学习的核心是态度或价值观

的学习； "各科教学是向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最经常的途

径"； 教材对学生品德的影响，不仅来自教材本身的思想内容

和价值取向，更来自使用教材的教师本人的课程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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