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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道德现象的一般特征和本质特征；道德概念的掌握在道

德认识形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学校应当重视青少年一

代道德概念的教育。在我国青年和少年儿童心目中，对道德

和不道德的理解，就其反映的内容说，是非常近似的。这是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风尚和学校教育的一致影响下形成了我国

学生道德的共同倾向。对297名小学生和中学生所做的关于什

么是遭德和不道德的行动的间卷调查表明，我国青少年儿童

对道德的和不道德的行动的理解，尽管低年级儿童所陈述的

具体行动情节不及高年级学生所陈述的详细，前者所涉及的

范围也不及后者所涉及的广泛，但他们所陈述的道德和不道

德的行动的内容却具有很大的共同性。青少年儿童心目中的

道德行动，93％是属于“助人”“为公”和“诚实”三类；

不道德行动的70％是属于“损人”“损公”和“不诚实”三

类。他们所涉及的绝大多数是属于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道

德问题。道德概念的掌握是在个体发展过程中逐步完成的。

关于儿童是非、好坏概念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的是非、

好坏概念，最初必然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儿童对是非、好坏

的意义的认识同他家长的禁止与许可有关。“好”就是那些

得到表扬、赞许和许可的事情，而“坏”就是那些带来惩罚

、斥责或不再受钟爱的事情。大约到了九岁，一般儿童就按

照他自己直接的个人关系去想象是非。比如打翻饭菜、打人

骂人、从家里逃出去等就是这一年龄儿童能够自己列举出的



坏事或不道德行动。这些显然是父母和教师的经常禁止的结

果。大约九岁以后，道德概念就变得更概括些。他们自己能

举出偷窃和打架这类过失，而不限于那些打人、骂人、拿别

的儿童的玩具等具体事情。直到青年后期，他们才会认识诸

如虚伪和自私等更概括更抽象的事情。有人就中小学生对抽

象道德概念的理解进行了研究，发现了不同年龄阶段学生对

勇敢、负责和友谊等抽象道德概念的一些认识特点。研究者

指出，从儿童对道德概念所下的定义来看，发展的一般趋向

是，小学低年级学生大多只能指出概念内涵的特殊的、具体

的方面，小学高年级和中学学生已能从概念内涵的多方面因

素中加以概括，指出概念的本质方面。从儿童对故事情节中

主人公的道德品质的判断上看，小学低年级儿童是从行动的

后果、行动的外部现象上去理解道德概念的，少年和青年就

逐渐倾向于从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内部动机等内心世界方面

去理解道德概念。学生的道德认识常常有许多错误概念或糊

涂观念，例如有些学生把尊敬老师错看成是“逢迎”“拍马

”；把向老师反映某同学的错误行动说成是“出卖朋友”，

把对这种错误行动保持沉默说成是维护朋友间的“忠诚”；

把破坏纪律当作“英雄行为”；等等。产生这些错误概念或

糊涂观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可能是由于不良环境的影

响，有的可能是由于教育工作上的缺点，但也有的可能是由

于未能正确掌握道德概念或没有把道德知识变成个人行动指

南的缘故。教师要针对产生某种错误概念或糊涂观念的原因

设法予以纠正。道德概念是从具体的道德情境里的一些共同

因素中抽象出来的。在具有明确而一贯的道德规范的情况下

，在言行大体一致的环境中，儿童的道德概念，一般说来，



就比较容易形成。反之，儿童倘若生活在另一种情境中，比

如说，母亲说对而父亲说错，今天说好而明天说坏，家庭和

学校支持完全相反的道德准则，或者一个人说的和他做的相

矛盾，那么，在这样的情境中要使儿童产生明确的道德概念

，无疑是比较困难的。学生要完成道德概念的这种抽象，并

使自己所掌握的道德概念能成为行动的指南，就必须具备一

定的道德经验、道德知识和道德行动的实践。此外，一定程

度的成熟和智慧也是必要的。这样，他们才会具有从各种不

同的道德情境中抽象、概括出道德原则，以及把抽象的道德

原则迁移到其他的具体道德情境中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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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