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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集体生活中，人们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协调彼此的

关系，便产生了调节行为的准则。人们不仅根据这些准则来

评论一个人的行动，而且也根据这些准则来支配自己的行动

。当一个人按他所处的社会集体的行动准则去行动时，我们

就说他的行动是合乎道德的；一个人不按这个集体的行动准

则或是直接违反这个集体的行动准则去行动时，我们就说他

的行动是不道德的。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各个阶级的社会

经济地位和利益的反映，它具有阶级性；各个阶级都有自己

的道德准则。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它的产生；发展和变化

服从于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是伦理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研究对象。 道德品质是社会道德现象在个体身上的表现。一

个人常常依据一定的行为准则采取某些有关道德方面的态度

、言论和行动。道德品质就是指一个人在一系列有关道德的

行动中所反映出来的那些经常而稳固的倾向和特征。一个人

的道德品质是在社会道德舆论的熏陶下和学校道德教育的影

响下形成的，它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道德品质作为个体现

象，它的形成和发展既依存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条件，也有赖

于人的心理发展的规律。因此，道德品质就成了心理学的一

些分支(如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等)所研究的对象。任何

一种道德品质都包含有一定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

动三种基本成分。这三种基本成分是彼此联系、互相促进的

。一般说来，道德认识是道德情感产生的根据，道德情感又



影响着道德认识的倾向；道德行动是在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

的指导与影响之下，通过一定的练习和锻炼形成起来的；同

时，道德行动又可以巩固、发展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因此

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就是这些基本成分共同发生作用的一

种综合过程。学生具有道德品质不只是具有道德认识、道德

情感，而且要表现为道德行动，许多道德行动还应该培养成

牢固的习惯。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矛盾斗争的

过程。这一发展过程每达到一定的时间或程度，就会发生质

变，表现出发展的阶段性来。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道德认识

、道德情感和道德行动有着质的区别，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当然，这种差异也表现在同年龄阶段的学生身上。学生道

德品质的培养，可以从各个不周方面去进行，有时可以从培

养学生道德行动和习惯开始，有肘可以从激发他们的道德情

感着手，有时可以从提高他们的道德认识做起，不能机械地

遵循由道德认识到道德情感再到道德行动和习惯的途径。但

是只有在这些基本的心理成分都得到相应的发展时；道德品

质才能更好地形成。在我国，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学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道德品质教育的内容、要

求和方法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的，是党和周家

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条例明：确规定的。但是学生道德品质的

形成和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由于知识经验的局限性，由于

心理活动的某些特点，学生的道德认识同成人往往并不完全

相同；他们的道德情感和表现出来的行动的特征，尽管家长

和教师都很熟悉，但可能并不真正理解它。因此在对学生进

行道德品质教育时，还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心理特点和心理活

动的规律性。道德品质的形成是发展的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



结果。并不是由社会影响和教育要求直接转化的简单过程。

道德教育的效果不仅依赖于各种外部条件，同时也依赖于学

生本身的各种内部条件。所以，培养学生道德品质的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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