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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认识论视角下的德育过程‘

张 杰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杭州310018)

    [摘要]德育过程的理论是确定德育方针、原则、途径和方法的理论基础，也是德育学理论

体系中核心内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德育过程包含了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者对受

教育者实施德育的过程，二是受教育者对德育的接受过程。显然，德育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教育

者实施德育的过程，更取决于受教育者接受德育的过程。然而，在德育实戏中，人们有意或无

意地将德育过程等同于前一过程，以致将受教育者视为被动的接受客体，在德育方法、途径上

显得简单、机械，导致德育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德育的实效性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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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认识论角度看，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之双向认识活动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
告诉我们，主体和客体是相对而言的，它们在认识
过程中彼此间是相互规定的，脱离认识客体的主

体，或脱离认识主体的客体，都是没有意义的。按
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人的自觉意识是人作

为主体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它能够自觉地在自
己的意识中把外部世界中的一定事物作为自己活

动的对象，形成关于外部对象的意识。我们知道，
在德育过程中，教育者是作为社会要求的体现者，
即作为认识客体为受教育者所认识的。社会的要
求主要是由教育者的施教活动来体现的，它带有教
育者的主体性和个性色彩，教育者的思想品德、个
J胜、情感、教育风格乃至仪表举止，几乎都为受教育
者所关注并成为受教育者的认识对象，教育者还作
为受教育者人际关系中的重要角色和交往对象为
受教育者所认识。因此从根本上说德育过程实质
上就是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及其所体现的社会要求

(德育内容)的认识过程，我们可以把德育过程放
在认识论框架中加以考察。以瑞士心理学家皮亚
杰为代表的当代认识论研究表明，人的认识活动不
是单向的主体对客体刺激的消极被动接受或被动

反映，也不仅仅是主体在反映客体时从感性向理性
的能动抽象(飞跃)，而是主体已有的认知结构与
客体刺激的交互作用，认识过程是主体认知结构不

断重建的过程。其中，主体认知结构的预成作用是

不可否认的。“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

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

同时既包含着中途又包含着客体，⋯⋯’心皮亚杰
把认识看成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一个不断建

构的“活动”和过程，是认识论史上的新突破，对发

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有重要的启示。我

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强调了实践的中介环

节，从而赋予反映论以主体的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当代认识论对于我们探

讨德育过程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借助

于这个基本思路去考察德育的心理过程和认识论

特征。第一，我们可以把德育过程看成是一种认识

过程，即受教育者对教育者所施加的德育内容从价

值、意义和思想感情的理解、解释和认识的过程。

第二，德育过程包括主、客体双方。从受教育者角

度看，教育者所施加的德育内容是认识客体，受教

育者则是认识主体，德育过程构成了主客体之间的

一种认识关系。第三，德育过程的有效性，既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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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取决于教育者，也不单纯取决于受教育者，而是
取决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第四，从受教育者
(认识主体)方面来看，德育过程开始时，受教育者

脑中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已有一定的认知结构作为
前提，参与到德育过程中去，德育过程是受教育者
认知结构不断改变与建构，逐步更新与提高的过
程。尤其要强调的是，受教育者已有的认知结构对

德育过程起着极为重要的参与作用，特别是受教育
者的世界观在德育过程中所起的参与作用极大。
世界观是在人们同外部世界长期发生关系的过程

中逐步形成的，并且可以通过社会交往，在社会成

员之间传播、渗透，以致成为构成人们精神世界的

普遍的核心因素和维系精神世界的灵魂。世界观

无论是以抽象理论的形态出现，还是以朴素直观的

形态出现，都提供关于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
类自身)的一般认知图式。在人作为主体认识世
界的过程中，它作为一般的思想前提、思维框架、方

法论原则和信念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观

是人的自觉性的一种表现(尽管它可能甚至常常

以不自觉的形式出现)，是人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
思维中的升华，往往从总体上无形地支配、制约着
人们的活动、行为的方向、方式和追求。因此，受教
育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在德育过程中十分重要。

    认识论视角下德育过程的探讨，对增强高校德
育工作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启示。
    启示一，在德育研究中，我们必须重视德育过

程的理论研究，尤其应当重视德育接受问题的研

究，这是切实提高德育工作实效性的重要理论依据

之一。众所周知，高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问题是一
个易被忽视的重要问题，尽管从总体上看高校德育
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思想主流

也呈良好态势，但毋庸讳言，当前高校德育工作面
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高校德育工巫

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别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德育
工作的实效性显得十分迫切。笔者认为，要切实提
高高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必须首先重视对德育过

程的理论研究，尤其是重视德育接受问题的研究。
德育接受问题的研究实质上是从受教育者的角度
对德育过程进行研究，这本来是德育研究的题中应
有之义，但在德育研究和实践中我们却往往忽视这
个问题，究其原因是我们没有把受教育者及其接受

活动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因而虽然有时我们也注
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研究仍显

得很不够。从认识论角度看，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和
受教育者之双向认识活动过程。从教育者角度看，
它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加教育影响的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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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教育者角度看，它又是受教育者接受教育影响
的活动过程。教育者的施教活动和受教育者的接

受活动是同一德育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贯穿于整

个德育过程的始终。因此，德育的效果并不单纯取
决于教育者的施教过程，同时也取决于受教育者的

接受过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受教育者的接受
过程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教育者所施加的教育影

响只有为受教育者真正接受，才能显现出其应有的
德育价值和功能;否则，再好的教育影响若不为受
教育者所接受，也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也就是说

德育的社会功能问题，单从教育者角度探讨是不行

的，还须从受教育者及其接受角度探讨才行。实际
上，德育的社会功能是通过受教育者的接受来实现

的，教育者所实施的德育内容具有“功能潜势”，即
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潜势”
只有通过受教育者的接受才能得到实现，所以受教
育者是功能潜势的实现者。教育者、德育内容及其

实施的途径、方法一起构成德育功能潜势的载体，

至于德育功能潜势的实现，则还有待于处于一定社

会环境中的受教育者来完成。由于社会环境是不

断变化的，受教育者自身的主观因素也是千差万别
的，因而德育发生影响的方式、程度和效果也是不

同的。换言之，德育的社会功能是随着受教育者及
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动的。
    然而，关于德育过程的理论研究，我们却重视

和研究得不够。在现有的德育研究中虽对德育过
程问题有所注意，也看到了受教育者在德育过程中

有主观能动性。但总起来说，一是对德育接受问题

在整个德育过程中的重要性的认识较肤浅;二是对
受教育者在德育过程中的主体性缺乏较深人的论
证;三是未把德育接受问题放在教育者、德育内容
和受教育者三环节的动态联系中来考察。这些情

况表明，我们对德育接受问题的研究是薄弱的，以

致在德育工作实践中，教育者常有意或无意地将受
教育者视为消极、被动的接受客体，忽视了受教育

者在德育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德育方法、途径上显
得简单、机械。可以说，这是导致德育工作实效性
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为了切实提高德育工

作的实效性，我们必须要重视和深化对德育过程的
理论研究，尤其应当重视和深化在德育过程中接受

问题的研究。应该指出的是，研究德育过程问题，
也不能忽视受教育者的受动性一面，受教育者在接
受德育的过程中既有能动性又有受动性，是两者辩
证统一的运动过程。总之，德育接受问题是一个容
易被忽视但又极为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德育
工作的实效性，值得我们去深人研究。
    启示二，在德育实践中，教育者应当树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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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意识”，即要充分尊重和发挥受教育者主体性的
意识。一是体现在教育者应当重视选择和运用合

理合情的德育方法。所谓“合理”是指要合乎受教

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以及德育过程本身的规律;所
谓“合情”，是指要讲究德育工作的情感性、艺术
性。合理合情的德育方法实质上就是尊重受教育
者主体性的德育方法，这是一种能有效地影响受教

育者的德育方法。从认识论角度对德育过程的探

讨中我们得知:德育过程包括主、客体双方，从受教

育者角度看，教育者及其所施加的德育内容是认识

客体，受教育者则是认识主体，德育过程构成了主
客体之间的一种认识关系。在德育过程中，受教育
者对德育的接受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
的，也就是说，受教育者并不是接受德育的被动客
体，而是接受德育的能动主体。目前在德育实践
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单纯说教性和简单灌输性

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的实质是将受教育者视为被

动的接受客体，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只会导

致受教育者的反感和抵触，极不利于他们接受德

育，其结果不是事倍功半，就是事与愿违。因此，在
德育实践中，教育者必须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把他们看成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接受主体，看成是自

己的朋友，以平等坦诚的方式引导教育他们，激发
他们对接受德育的兴趣和热情，促使他们把接受德

育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和任务，并积极、主动地去完

成。教育者切忌将受教育者看成是可被任意塑造

或驯服的被动客体，否则只会使他们从内心深处丧
失对接受德育的兴趣和热情，进而导致他们厌倦、

逃避德育。二是体现在教育者应当重视对受教育
者的世界观、人生观理论教育。如前所述，受教育

者的认知结构在德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参与作用。

而在受教育者的认知结构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拥

有的理论知识，因为理论知识一经获得就以信息的
形式储存于受教育者的头脑中，成为其接受德育的

基础。受教育者的理论知识是衡量其接受德育能

力的首要标志，一个受教育者若缺乏必要的正确的

理论知识，是不可能很好地接受德育的，因为“没
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

来。”②事实正是如此，受教育者的理论知识越丰
厚，他们的理解、认识能力就越强，对德育过程的积

极参与作用也就越大;而对于缺乏必要的理论知识
的受教育者来说，无论德育内容多么有教育价值和

意义，也可能不为他们所理解和认识，更谈不上对
其接受了。由此可见，作为接受对象的德育内容并

不是完全独立于受教育者之外，对每个受教育者都
提供同样的教育价值和意义。就受教育者的理论
知识而言，最重要的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的理论

知识。因为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核

心和灵魂，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某种世界

观和人生观去理解、认识对象世界。当前，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
新理论成果，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科学理论，

它们能为受教育者提供理解、认识世界和人生的正
确的思维框架，从而对受教育者接受德育的过程起
到积极的参与作用。因此，教育者应当高度重视对

受教育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去充实、提升受教育者的认知图
式，通过多种方法和途径提高受教育者的先进的科

学的理论水平，这既是德育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

也是培养和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切实提高德育
工作实效性的根本途径。

                    〔注 释]

①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商务印书馆，1981.21.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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