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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4_BF_E7_AB_A5_E5_c38_59865.htm 掌握道德原则和信念是

道德意识形成的主要标志。自觉地运用道德意识来评价和调

节道德行为的能力，是从小学时期才开始形成的。在小学儿

童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上，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

在道德知识的理解上，儿童从比较肤浅的、表面的理解逐步

过渡到比较精确的、本质的理解。小学低年级儿童初步掌握

了一些抽象的道德概念和道德判断，但是他们的理解常常是

肤浅的、表面的，具体性很大，概括水平很差。有关的研究

指出，小学儿童在四、五年级期间对道德准则的理解才可能

达到初步本质概括的水平。在教师的正确教育影响下，小学

儿童关于道德知识的理解，逐步向比较精确、比较本质的水

平发展。第二，在道德品质的评价上，儿童从只注意行为的

效果逐步过渡到比较全面地考虑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关系。小

学儿童由于道德知识的理解不精确、不全面，在道德评价上

，常常有很大的片面性、主观性。皮亚杰曾以故事的方式来

测儿童的道德判断能力，结果指出：小学儿童(具体运算阶

段)往往是以造成损坏的大小来判断行为的好坏，而不管出于

什么动机。一般说来，小学低年级，甚至中年级儿童，在评

价道德行为的时候，主要是根据行为的效果，主要是看这种

行为是否和预期的效果相一致(如遵守某种法则，完成某种作

业)。在教育的影响下，大约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儿童评价道

德行为才逐步注意到行为的动机，并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

考虑。例如，他们开始能对出于无心而犯错误的同学，表示



一种责备、惋惜、同情和谅解的复杂心情。第三，在道德原

则的掌握上，儿童的道德判断从受外部情境的制约逐步过渡

到受内心的道德原则、道德信念的制约。小学儿童在很多情

况下，判断道德行为还不能以道德原则或道德信念为依据，

而常常受外部的、具体的情境所制约。因此，他们可以在不

同的地方对同一人物做出不同的评价，有时取决于他们的印

象的强烈性，有时取决于某些品质是在什么情境中表现的。

道德信念是儿童在已有的道德知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和

一个人的道德观念、道德原则、道德情感相联系的道德意识

的高级形态。一种道德知识，可能成为形式主义的，也可能

成为产生道德行为的推动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

种道德知识是否发展成为道德信念。对儿童亲社会道德推理

的研究发现，儿童的亲社会道德推理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

性，学前儿童处于享乐主义、自我关注的推理水平，小学低

年级儿童基本上处于需要取向推理水平，即关心他人身体的

、物质的和心理的需要，小学中高年级儿童基本上处于赞许

和人际取向推理水平和移情推理与过渡推理水平，即使小学

六年级儿童也还没有达到强有力的内化推理水平。这说明小

学儿童的道德推理并不是基于内化了的价值、规范和信念等

，而是处在向内化推理过渡的水平上。儿童道德信念的产生

以及它的深刻性和坚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集体的

教育、教师的影响、家庭教育和儿童道德经验发展的水平。

教师从低年级起，就抓住机会，特别是在儿童由于认识和行

为不一致而产生的思想斗争中，逐步使儿童学会独立地辨别

是非，并能自觉地进行自我教育。这是培养儿童道德信念的

重要条件。小学儿童还缺乏稳定的道德信念，但这不等于说



，小学儿童就不能做出很好的道德行为来。事实上，小学儿

童已经可以做出很使人感动的道德行为，不过这常常是由于

道德情感或道德习惯，而不是由于高度的道德信念。根据小

学儿童的道德认识发展的研究，有研究者指出：小学儿童的

道德认识有从具体形象性向逻辑抽象性发展的趋势，上述三

个方面的特点，小学儿童思维发展的形象抽象性具有一致性

。研究还指出，小学儿童已初步掌握了道德范畴，但对不同

范畴的理解有不同的水平，显示出发展的不平衡性。比较而

言，对己方面的道德概念发展水平较高；对社会方面的道德

概念的发展水平次之；对人方面的道德概念的发展水平最低

。总之，小学儿童的道德知识已初步系统化，即初步掌握了

社会范畴的内容，开始向道德原则水平发展。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