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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道德概念或道德知识对行动的是非、好坏和善恶进行评价

的过程。道德判断是一种认识活动。一个学生的道德判断水

平同他所掌握的道德概念和道德知识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同

他的成熟和智慧有关。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是逐步发展起来

的。关于儿童评价行动的动机和效果问题，心理学家早已进

行广泛的研究。有的研究表明，在对包含行动动机和效果因

素在内的对偶道德故事进行道德判断时，年幼儿童从注意某

一行动所造成的后果，逐渐过渡到注意特定行动的动机，年

长儿童则总是注重行动的动机。例如，年幼儿童往往认为无

意打碎15只杯子的男孩的行动，比有意打碎1只杯子的男孩的

行动更不道德；年长儿童则恰恰相反。研究者认为，在儿童

的道德发展中，尽管年幼儿童中有的有时也注重行动的动机

，年长儿童中有的有时也注重行动的后果，但一般趋势总是

从注重后果过渡到注重动机。有的研究者发现，这种过渡的

关键年龄在9至10岁之间。 从一个关于儿童对行动的原因和结

果的道德评价的研究中，也可看到不同年龄阶段儿童道德评

价能力发展的一般趋向。研究者让学生对两个道德故事做出

比较判断，其中一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不愿承担任务，但在提

供了客观条件后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另一个故事里的主人公

勇于承担任务，但在客观情况牵制下没有完成任务。研究结

果表明：(1)小学低年级学生所作的好坏判断大多着重行动的

结果，少年学生较多地倾向于从行动的原因上做出判断，青



年学生则倾向于把行动的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判断

，从是否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是否尽到了责任上去考虑问题

；(2)我国儿童较早就突出地能从行动的主观原因上做出比较

判断，但是，在他们的道德判断中，能认识到道德行动中任

务的重要意义的，即使高中学生也为数不多。因而研究者指

出，教育学生认识道德行动的意义，提高他们道德认识的水

平，是很必要的。关于学生对行动的后果的道德评价，也有

不少研究结果值得我们注意。有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的

道德判断是从行动的直接后果逐步向行动的长远后果过渡的

。年幼儿童倾向于把什么是好事等同于什么是直接使自己满

足的事。他们的道德行动同他们的行动的直接后果有关，这

些行动是被无条件的命令和禁止以及遵从或违反这些命令的

直接后果所支配的。当他们长大了，他们的是非观念变得更

概括化，变得更倾向于与日后获得奖赏的可能性相联系的长

远的满足，而不是去反应单纯的直接后果了。有的研究则指

出，年幼儿童评价行动的好坏，是按他们行动的个人后果去

判断的。如果年幼儿童经常处于惩罚的威胁情况下，由于他

们的某种行动经常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惩戒，他们就很快学会

把这种行动说成是“坏”的；相反，他们会把那种经常被称

赞的行动说成是“好”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就逐渐懂

得按他们的行动的社会后果去判断，而不大关心行动的个人

后果。这时，他们已想到同辈会怎样评价自己的行动，而不

去想他自己会怎样被同辈所称赞。例如，少年学生在教师或

家长面前告发同伙的秘密，这会使他们本人暂时感到得意；

但他们马上会发觉到同伙对自己的行径极为不满，因而他们

就意识到自己的这一行动是一桩“坏”事情。一般说来，在6



～12岁之间的儿童，他们根据道德或不道德行动的性质、内

容去判断是非的能力在逐步发展，就是说，他们对行动的具

体后果的判断逐渐被行动的性质、内容的判断所取代。学生

认识和评价别人以及认识和评价自己的道德品质的能力是从

小学时期才逐步开始形成的。这种道德认识和道德评价能力

在道德品质的发展上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学生之所以能自

觉地调节和支配自己的行动，同这种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

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小学儿童已经能够认识自己、评价

自己。但是，他们还只能一般性地叙述自己的活动、行动、

举止和与周围人们的相互关系，如“我没有帮助妈妈做事”

“对大人说话没有礼貌”等外表现象，他们还没有注意行动

的原因，很少见到他们涉及人的内心世界。研究表明，11

～12岁儿童对于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的内心体验常常不很注

意，甚至在看过以后会完全忘掉；而12～13岁少年就越来越

注意和关心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甚至能更多地议论和评价

人物的行动动机、个性特点以及道德品质了。少年学生对于

自己的评价往往落后于对别人的评价。他们往往能够正确地

分析别人的行动，但却不善于全面而确切地分析自己的行动

。少年认识和评价自己品质的能力，是从他们评价别人的品

质开始的。他们是在评价别人过程中，逐步学会以别人为“

镜子”来评价自己的。因此，少年学会把别人和自己作比较

，这是他们认识和评价自己的源泉和依据。一般说来，11岁

的儿童往往还不会拿别人来和自己作比较，而13岁的少年就

开始表现出这种把别人和自己相比较的情况。一个13岁的少

年说：“她是多么克制咽，而我却⋯⋯”当然，一般要到青

年初期才能自觉地经常地进行这种比较。少年学生的道德评



价往往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们不善于把个人的行动的目的

和动机等等全部情况联系起来去评价，他们判断一个人往往

是极其简单直率的。他们往往把一个人的某一品质当作他的

全部品质。有经验的教师都知道，有时候只要一个人做出了

一次勇敢正直的行动，就会长期地获得少年学生的信任，或

是偶然犯了一次小错误，就会在他们面前丧失威信。正因为

这样，所以在少年学生面前树立威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同

时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少年学生对待自己也有这种情形，

由于一次小的过失，可能会使他羞愧不已，而一次小的成功

，又会使他得意忘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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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