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第 % 期

&'()!"## *+',-./+012+-(34-(5672-+/+(8.-9 :';4-6;;<-4=6,;4>8!?+74./?746-76;@94>4+-" A+/B!$CDE)%

9+4!#!)FGHGIJ)4;;-)#HK!L"MG$)!"##)"%)"!%

道德认同研究进展与德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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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科尔伯格代表的道德认知研究传统一直是道

德心理学的主流!这种传统把道德认知视为道德

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认为道德判断可直接引发道

德行为.尤其在道德认知发展的较高阶段,如后

习俗水平-!道德原则意味着无可回避的道德责

任" 实际上!这种道德认知决定论并未获得经验

研究与日常观察的支持" 在道德生活领域!知行

不一致的现象比比皆是" 纵观道德认知的经验研

究!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仅显示出较小程度的相

关*#+

.此外!对道德榜样的研究发现!道德榜样的

道德推理水平与普通人并无显著差异*!! F+

" 因

此!道德认知因素充其量只能对道德行为做出有

限的说明" 国外的道德认同研究正是在批判和超

越认知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新的研

究取向!对道德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极富启发

意义"

一%道德认同的内涵

#道德认同$即T+,./496->4>8!又译作#道德同

一性$" 参考社会科学界对 496->4>8的通常翻译!

本文把 T+,./496->4>8译作道德认同*%+

" 布拉西

,:/.;4-是道德认同研究取向的奠基者!对道德认

同的内涵及动力机制做了最精致的说明" 他认

为!道德认同意味着个人的道德系统,T+,./;8;L

>6T;-和自我系统,;6/0;8;>6T;-的同化或融合!以

至道德观念,;6-;6+0T+,./4>8-和个人认同,;6-;6

+0496->4>8-达到一定程度的统合*M+

" 其他主要研

究者对道德认同的界定通常派生或近似于布拉西

的阐述" 哈特等人把道德认同界定为#对促进或

保护他人福利的行动路线的一种自我承诺$

*H+

"

达蒙认为!道德认同意味着#用道德原则界定自

我$

*K+

" 阿基诺%里德把道德认同界定为#围绕一

套道德特质而组织起来的自我概念$

*$+

!也常常

把道德认同描述为#道德的自我重要性$ ,T+,./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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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L4TS+,>.-76-" 哈代在其研究中把道德认同定

义为#道德品质对于个体认同的重要性程度$

*M+

"

比较并综合上述界定!可把道德认同定义为#德

行,T+,./4>8. V64-(T+,./-对自我或认同的重要性

程度$" 或许这个定义未必能涵盖道德认同的全

部内涵!不过它反映了前述种种界定的共同之处!

因而至少揭示了道德认同的核心或重要内涵"

二%道德认同的作用机制

以布拉西为代表的道德认同研究者认为!道

德判断并不能自动引发道德行为!责任判断,,6L

;S+-;4V4/4>8J'9(T6->-是连接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

的必要环节!即唯有人们认为自己负有不可推卸

的道德责任时!道德行为才最有可能被选择" 布

拉西认为!道德认同是形成责任判断的基础!也就

是说!如果道德价值对于一个人的自我或认同非

常重要!那么他I她就会感到一种高度的道德责任

去实施道德行为" 因此!道德认同是道德判断转

化为道德行为的重要的自我调节机制!是激发道

德行为的重要动机"

布拉西拓展了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理论!

用以说明道德认同对道德行为的动力机制" 自我

同一性,;6/0496->4>8-!也译作自我认同!主要指自

我统合感与一致感" 自我同一性理论认为!适应

良好的个体在进入青春期后会逐步形成自我同一

性,或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包含着理想自我的

内容!对行为具有规范和引导作用" 布拉西认为!

人具有自我一致的倾向!即愿意过一种与自我概

念,;6-;6+0;6/0-相一致的生活" 这意味着道德认

同规定并激发道德行为!否则会产生自我不一致

感" 随着自我同一性的发展!自我会发生如下变

化(,#-自我概念越来越以内在的%心理的认同内

容,如价值%理想-为基础!而不是以生理特征%人

际关系%行为等外在认同内容为基础.,!-自我的

组织化和统合度更高!认同内容被分层组织!某些

认同内容,如道德价值或其他价值-成为自我概

念的核心.,F-自我被赋予了更大的能动性!自我

一致的倾向更加强烈*#+

" 总之!随着自我同一性

的发展!道德认同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自我重要性!

成为道德行为的主要动机"

不过!道德认同只是自我的社会认同的内容

之一" 从广义上讲!社会认同即社会角色认同

,群体成员身份亦可视为社会角色-!是指个体对

自身扮演的社会角色所承载的期望%规范%价值%

理想的遵循和内化*G+

" 据社会认同理论!自我是

一种社会建构!是各种角色认同的总合.自我认同

,;6/0496->4>8-是多维的层级结构!包括性别认同%

职业认同%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道德认

同等各种社会认同!它们构成了个体的社会自我

图式,;+74./;6/0L;726T.-

*#"+

" 各种认同的地位或

重要性可能不同!道德认同的自我重要性差异

,即道德认同水平-反映了道德认同在社会自我

图式中的地位" 道德认同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

构!因而一方面!由于个体经历差异和各种社会因

素的影响!道德认同表现出历时的发展性和变动

性.另一方面!道德认同的激励作用在不同的情境

中可能出现暂时波动!比如!一个拥有较高道德认

同的人在特定情境下,面临重大威胁%不公或诱

惑-也可能不选择道德行为*##+

" 总之!道德认同

呈现出稳定性和波动性的二重性!其发展和维持

需要支持性的社会环境作保障"

三%道德认同的测量

"一$道德认同量表"P+,./_96->4>8P6.;',6#

P_P( &3'4-+# hb669# !""!$

该量表是阿基诺%里德开发出来的!测量道德

认同的自我重要性.包含内在化,_->6,-./4U.>4+--

和表征化,?8TV+/4U.>4+--两个维度,各五题-!其

中内在化维度涉及#道德品质或做一个道德的人

对自我的心理重要性$!表征化维度涉及#希望把

道德品质表现出来的程度$" 测量程序如下(首

先呈现九个代表性的道德特质,关爱%同情心%公

正%友好%慷慨%助人%勤奋%诚实%善良-!让被试

想像具有上述品质的人的思想%感受和行为,以

唤起被试有关#道德人$的心理图式-.然后让被

试对十道测题进行里克特七点评分!如#做拥有

这些品质的人对我很重要$ ,内在化测题之一-!

#我积极参与那些能让别人知道我具有这些品质

的活动$ ,表征化测题之一-等*$+

" 不过!无论是

概念操作化还是效度分析结果都显示!内在化维

度更符合道德认同的定义"

"二$道德自我关联量表 "P+,./?6/0Lb6/6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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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程序是提供八个道德品质和八个非道德

品质词!让被试在里克特量表上分别评定上述品

质对自我的重要性!道德自我关联量表总分为道

德品质总分减去非道德品质总分" 此外!普拉特

,R,.>>- 等人应用的道德自我量表 ,P+,./?6/0

?7./6-其测量逻辑完全相同!只不过道德品质和

非道德品质词变更为各六个*#+

"

四%道德认同激发道德行为的经验

证据

国外已有一些研究揭示出道德认同和道德行

为的密切关联!为道德认同的动机力量提供了经

验证据" 科尔比,1+/V8-%达蒙,N.T+--发现!成

人道德榜样,由学者%神学家%宗教领袖提名-拥

有高度的道德认同!即自我概念和道德目标高度

融合.哈特%弗格利, 6̂(/68-发现!与一般青少年

相比!青少年道德榜样,由社区领袖提名-更多地

使用道德词汇,如诚实-描述自我!赖默,b64T6,-

等人有类似的发现" 此外!门罗,P+-,+6-对纳粹

大屠杀时期的犹太人庇护者的研究也展示了道德

认同的重要影响*#! #!+

"

阿基诺%里德等人发现!道德认同与大学生自

我报告的志愿服务行为,帮助弱势者和适应不良

者-显著正相关!与高中生的实际捐赠行为显著

正相关*$+

.道德认同有助于消除群体区隔!能预

测对外部群体成员更为积极的态度和行为*#"+

.道

德认同能降低对恐怖分子的非人道态度*#F+

.他们

还发现!道德认同与商业欺诈显著负相关.道德认

同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为慈善活动贡献私人

时间而不是金钱!而组织地位较高的个体则更倾

向于贡献金钱而不是时间*#! #!+

" 此外!阿诺德

,&,-+/9-发现,#GGF-!青少年的道德认同与教师

评定的道德行为显著正相关.普拉特,R,.>>-等人

发现,!""F-!青少年的道德认同与社区参与,如

捐款%助人%政治参与%志愿服务等-显著正相关.

巴里加,:.,,4(.-等人发现,!""#-!晚期青少年的

道德认同与反社会行为显著负相关*#+

.沃夫拉发

现!大学生道德认同与学术作假行为显著负相

关*#%+

.哈代发现!即便在控制了亲社会推理和亲

社会情感之后!亲社会认同对亲社会行为仍有显

著的预测力*M+

.雷诺兹发现!道德认同与道德判

断对道德行为有相对独立的影响*#M+

" 这些研究

表明!道德认同的确是影响道德行为的重要因素"

五%道德认同的影响因素

"一$人格因素

哈特发现!青少年道德榜样的责任感水平显

著高于比较组.儿童期的人格特征可以预测青少

年期,#" 年后-的志愿服务参与水平!人格较富弹

性的儿童比过度抑制型和低控制型儿童在未来更

有可能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此外!针对成人的横断

研究也发现弹性人格同参与志愿服务显著相

关*F+

" 沃克,\./Z6,-等人发现,#GGG! !""%-!道

德榜样的责任感和宜人性特征最突出.在三种道

德榜样中!勇敢榜样的外倾性特征最强!关怀榜样

的宜人性特征最强!公正榜样的责任感和经验开

放性最突出*#H+

"

"二$家庭关系

哈特发现!青少年道德榜样对自我的描述与

对母亲的描述相似度更高!显示母亲对青少年道

德认同可能有重要影响*F+

.认知和社会资源丰富

的家庭环境!尤其是高水平的亲子共同活动可预

测社区志愿服务*H+

" 科尔比等人对成人道德榜

样的研究,#GG!-也提示家庭环境!如养育风格!

对道德认同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 其它一些研

究也为家庭关系影响道德认同发展提供了间接支

持" 罗森汉,b+;6-2.-! #GK"-发现!参加早期公

民权利运动的积极分子同父母的关系更为积极!

父母为这些积极分子的儿童时代提供了利他行为

的持久示范.伦敦, +̀-9+--%奥利纳,E/4-6,-发现

,#GK"! #G$$-!拯救犹太人的基督徒倾向于表现

出对父母,至少其中一个-的强烈认同!父母被视

为道德行为的榜样*F+

" c+72.-;Z.等人 ,#GGM!

!""%-在其道德发展模型中提示!道德认同的发

展很可能源于儿童与父母的积极联结即安全依恋

经验.类似地!克拉克,1/.,Z-发现,!"""-!亲子间

的强烈联结感培育了儿童的#亲社会L共情$取

向*#!+

" 布赫对澳大利亚%德国青少年 ,#" l#$

岁-的调查显示!青少年更多地提名父母%兄弟姊

妹等关系亲密者,而非媒体明星-为认同的榜样!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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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榜样对道德认同发展有重要影响*#K+

"

"三$朋辈关系

戴维森 ,N.=49;+--%尤尼斯 ,a+'-4;;-认为

,#GG#-平等和合作的朋辈关系有利于儿童和青

少年发展自律道德.类似地!凯勒,c6//6,-%埃德

尔斯坦,@96/;>64--认为,#GGF-朋辈互动能促进儿

童对自身行动的社会和道德意义的理解!有助于

发展道德自我责任感*#+

" 巴里,:.,,8-%温策尔

,\6->U6/-发现,!""H-!当朋友之间存在较强情感

联结且互动频繁时!朋友的亲社会行为能影响个

体自己对道德目标,比如助人与合作-的追求*#!+

"

达蒙认为!朋辈互动对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发展

极为重要!因此积极的朋辈关系可以促进道德

成长*K+

"

"四$社区或团体道德氛围

鲍尔,R+W6,-扩展了,!""%-布拉西关于道德

认同的观点!认为自我并不是孤立地经验到行动

的义务和责任!而是在某种文化环境,7'/>',./;6>L

>4-(-中同他人一起经验到义务和责任.个体对团

体及其共同规范的认同会形成一种#道德氛围$!

这种或积极或消极的道德氛围可以促进或削弱个

体道德.道德认同涉及团体认同以及对团体价值

规范的共同承诺*#!+

" 总之!班级%学校以及其它

团体和社区的良好道德氛围对青少年的道德认同

发展有重要影响" 科尔比认为支持道德的校园文

化对道德发展至关重要*!+

.达蒙等人甚至提出青

年纲领计划,a+'>2 12.,>6,-!意图在包括学校%社

团在内的整个社区形成对青少年一致的道德规范

和期望!以促进青少年道德认同的形成*#$+

"

"五$社会结构

哈特发现!社区或家庭收入水平对青少年志

愿服务活动,作为道德认同指标-有一定的预测

力!此外!儿童与青少年在社区中的人口比例对志

愿服务有影响(社区收入水平低!则较高的儿童青

少年人口比例会降低志愿服务活动水平.社区收

入水平高!则较高的儿童青少年人口比例会提高

志愿服务活动水平" 此外!家庭收入水平%教育水

平与成人的志愿服务存在正相关*F+

" 性别%种族

对青少年志愿服务也有一定的预测力(女性%白人

的志愿服务水平较高*H+

"

"六$道德行动机会

道德认同和道德行为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单向

因果关系" 尤尼斯等学者认为!尽管道德认同可

以激发道德行为!但是道德行为也可以发展和巩

固道德认同!从发展的视角看!德行,T+,./4>8-与

认同,496->4>8-互为因果%相互促进*#G+

" 尤尼斯等

人对青少年社区服务的民族志研究为上述观点提

供了支持!发现参与社区服务可促使青少年反思

社会的政治组织与道德秩序以及个体在其中的能

动作用!有助于青少年发展社会历史感%认同超越

性价值与理想!进而形成公民与道德认同*!"! !#+

"

普拉特 ,R,.>>- 等人在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

,!""F-!在控制了时间点 # 的社区服务参与水平

后!时间点 # 的道德认同水平对时间点 ! 的社区

服务没有预测力.但在控制了时间点 # 的道德认

同后!时间点 # 的社区服务对时间 ! 的道德认同

仍有预测力!该结果为尤尼斯的观点提供了支

持*#+

" 哈特也非常强调道德实践机会对形成道

德认同的重要作用!他与其同事的研究显示(对社

区服务或志愿服务的参与%社区组织或团体成员

身份,如青少年服务机构%俱乐部%教堂等-对青

少年未来的政治参与和道德行为有积极影响!可

促进道德认同的发展*F+

"

"七$道德认同形成的整合模型

哈特对道德认同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做了

最为系统的思考!构想出道德认同形成模型!如图

# 所示*F+

" 其中!人格%社会结构是背景性的%相

对稳定的%不可控的两个因素!对道德认同的形成

有直接和间接影响.道德认知%自我L认同,;6/0h

496->4>8-%道德行动机会是影响道德认同形成的直

接的%相对可塑的%相对可控的三个因素!也是人

格和社会结构影响道德认同的中介!而且三者与

道德认同存在交互因果关系" 与尤尼斯一致!哈

特尤其强调为儿童%青少年提供道德行动机会对

于培养道德认同的重要意义" 该模型对于系统地

思考和分析道德认同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和经验结果可以发现!人

际关系的道德特征或氛围对个体道德认同的形成

具有重要影响" 家庭关系%朋辈关系%社区或团体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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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氛围从本质上讲都可归结为人际关系的道德

特征!道德行动机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参与

道德性人际关系的机会" 社会结构宏观方面得通

过具体的人际互动才能对道德认同的形成产生影

响" 道德实质上是调节社会0人际关系的规范!

道德认同意味着个体在具体的社会0人际关系中

通过社会学习机制将道德规范内化!因此社会0

人际关系的道德特征或氛围对道德认同的形成有

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影响"

图 #C哈特的道德认同形成模型

CC

六%道德认同研究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根据道德认同理论!道德认同是形成责任判

断的基础!是激发道德行为的重要动机!因此道德

教育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培育个体的道德认同" 布

拉西认为!就道德认同的养成而言!至为关键地是

培养三方面的品质( ,# - 道德需要 ,T+,./96L

;4,6;-%,!-自我控制,;6/0L7+->,+/-和,F-诚实,4-L

>6(,4>8-即自我忠诚" 其中!自我控制和诚实这两

种品质是相对中性的!原则上可以服务于各种或

积极或消极的意志,意愿-的追求和实现.而道德

需要作为一种社会性需要!是一种次生意志,;67L

+-9L+,96,=+/4>4+-!区别于本能或原生意志-!它为

自我控制和诚实定向.一旦个体发展出的道德需

要获得了自我控制和诚实这两种品质的支持!那么

个体就能形成强烈的道德认同" 正如前文所述!道

德认同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 无论是道德认同

本身!还是道德需要%自我控制和诚实等相关个性

品质的养成!其基础均植根于个体成长所置身的社

会0人际关系*#!+

" 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际经验

都表明!家庭关系%学校氛围%朋辈群体%道德实践

是培育道德认同%实施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

"一$重视家庭德育功能

家庭生活是儿童发展个性与社会性的温床!

家庭生活经验尤其是亲子关系对儿童德性养成至

关重要" 拥有良好亲子关系的儿童更为信赖%尊

重父母!从而更倾向于遵从父母的期望和要求!这

最终有助于社会道德的内化" 因此!充满关爱的

家庭氛围%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实施道德教育的基

本途径!对儿童德性养成具有深远影响"

"二$营造学校道德氛围

学校是个体成长的重要生活领域!能否营造

出关爱%公正的学校道德氛围是学校道德教育成

败的关键"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科尔伯格等人提

出并实施了把学校建设成#正义社群$ ,J';>7+TL

T'-4>8-的道德教育方案!试图通过学生对学校公

共事务的民主参与和群体决策促进学生的道德发

展" 总之!把道德的知识教育扩展为道德的生活

教育是学校道德教育的必由之路"

"三$引导积极朋辈关系

相互平等%彼此尊重%互助互惠%协商解决分

歧等积极的朋辈交往经验对个体道德发展有重要

的影响" 因此!家长和教师对儿童在朋辈交往方

面的支持和辅导有助于其道德成长"

"四$拓展道德实践机会

道德行动可以发展和巩固道德认同!只有通

过道德实践本身才能实现道德认知%情感%意志和

行为的统一" 因此!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的道德

教育都应该为被教育者提供充分的道德实践机

会!鼓励和强化关心%分享%助人等亲社会行为!提

供更多的志愿服务和社区服务的机会!让其在道

德实践中获得积极的道德体验!促进道德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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