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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道德教育发展历程的现代与后现代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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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以西方道德教育发展历程为主线$按时间顺序进行阶段性的划分$从中分析其具

有的现代或后现代特性$并进一步审视这些特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道德教育发展的作用$

总结西方道德教育的现代经验及后现代启示$为创新我国德育教育提供新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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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道德教育作为上层建筑范畴!是在人类历史

的进程中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当今!西方发

达国家的经济已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后现代经济

正蓬勃发展!相应的道德教育也正处于由现代向

后现代转型之中" 而我国的经济却还处于现代化

的历史进程之中!相应的德育也正处于一个由传

统德育向现代德育转变的过程之中" 恰恰这个

#转变$又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而网络的盛行%媒

体的介入又大大加深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

国德育带来的冲击" 总之!我国德育正处在传统%

现代和后现代的织网之中!怎么理清这团 #云

雾$!有待于我们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眼光重

新审视西方道德教育历程!积极借鉴西方经验!为

我国德育教育的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一%西方道德教育的现代分析

"一$西方道德教育的现代发展

!" 世纪以来的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发展史告

诉我们!不同时期的道德教育理论都是与其当时

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国际背景息息相关

的" 笔者按照这一认知把西方道德教育的现代发

展分为产生%滞碍%复兴和繁荣四个阶段"

#(现代德育的产生" 西方现代道德教育产生

于 #F 世纪末 !" 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历史

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先生" 他认

为!道德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而并非是固

定%绝对的道德真理" 因此!道德是儿童在实际生

活过程中!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发展起来的!而不是

教出来的" 早在 !" 世纪初!他就强烈批判传统道

德教育理念!主张道德教育应通过各科教学进行!

讲求道德教育方法!遵循儿童心理发展规律!且应

特别关注儿童的本能与冲动!儿童的智力判定!以

及儿童的情感反应0#1

"

此外!这一时期!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对儿童

认识发展过程的长期研究%麦考莱和瓦特金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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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环境对儿童道德价值理解的影响的研究%詹姆

士对个体心理特别是习惯在教育中的作用的研

究%哈特肖恩和梅的品格教育研究等等!也都是在

批判传统道德教育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的道德教

育模式及理论!并对以后的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总之!!" 世纪前三十年!是西

方道德教育理论研究史上一个充满活力与生机的

时期!一些进步教育家接受了现代性理念!强调进

步与发展!开创了西方道德教育的新纪元"

!(现代德育的滞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

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其现代道德教育也陷入了滞

碍状态" 战争表明!像德国%日本这样肆意践踏人

类基本道德的国家!同样也能够制造出尖端的军

事武器!道德和道德教育在科技面前!显得苍白无

力"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迫使人们开始重视科学

技术的发展!以为科技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一

改往日注重道德教育的传统!代之以科技教育的

兴盛" 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安东

尼3吉登斯所言!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

的缩略语!现代性相信现在比过去好!假定未来比

现在好!依靠科学理性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

题0!1

" 这表明!现代性既是现代工业社会%科技

改革与进步的产物!同时!又坚信科技发展能够解

决一切社会问题!能够给人类带来福祉"

此时!学校的道德教育课程已形同虚设!而数

学%科技%外语%经济等学科!则成为了学校教育追

求的主要目标!而衡量教育价值的标准!也转变为

是否对政治%军事%经济具有直接的和间接的贡

献" 因此追求技术的应用%对学术性学科的改造

和实现教育的高质量!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教育的

标志性状态0$1

" 可以说在西方各国纷纷加强科

技教育的背景下!道德教育成为了可有可无的课

程!道德教育研究也出现了停滞的局面"

$(现代德育的复兴" 现代道德教育的复兴发

生在 !" 世纪 G" 年代"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西方各发达国家过于重视科技的发展而忽视了对

国民的道德教育!致使到 G" 年代初的时候!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在表面经济繁荣的情况下!产生了

各种社会道德危机!如大学校园混乱%青少年犯

罪%吸毒现象严重等等!于是一些有识之士认为!

社会的混乱是学校教育不力的结果!学校的教育

没有在帮助青少年承担社会责任%解决社会问题

方面负起责任"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呼吁

政府和学校加强道德教育" 至此!现代德育又重

新开始复兴" 期间形成的主要道德教育理论有)

逻辑推理价值观教育理论%价值澄清理论%认知发

展道德教育理论等"

在这个时期!人类中心主义对西方道德教育

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性

的一个核心理念!它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

点!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

物!其实质是一切以人类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

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为人的利益服务0N1

"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

道德教育理论普遍强调个人自由%个性的独立发

展与尊重人格!#都体现了一种时代的精神///

个人主义精神$

0L1

"

N(现代德育的繁荣" 鲍曼是当代英国著名的

社会学家!也是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最著名的社会

学理论家之一" 他认为!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之一

就是对秩序的一种永无止境的建构!#在现代性

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其为是的诸多不

可能的任务中!秩序的任务///作为不可能之最!

作为必然之最!实在地说!作为其他一切任务的原

型凸现出来$

0G1

" 秩序是对生活状态的反省%维

持和培育!这种理念是现代性所固有的0J1

" 现代

性对秩序的执着追求!对生活状态的反省!也激励

着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研究者继续着理论的研究"

当然!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研究在经历了 !" 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复苏和繁荣之后!在八十年代有所减

弱!在这期间!虽然没有出现像六七十年代那么多

的学派和理论!但社会各界对道德教育理论研究

的热情丝毫未减!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总之!!" 世纪 M" 年代以来!西方道德教育理

论研究在继承前期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与深化"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后来西方道德

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二$西方现代道德教育的经验价值

#(注重微观视角!具有可操作性" !" 世纪以

前!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多以宏观%理论思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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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许多人只是在研究哲学或者其他社会科学

时才涉及道德或道德教育问题!很少有人从微观

角度深入研究" 进入 !" 世纪以后!西方社会问题

的日益凸现!使得西方道德教育研究者期望通过

有效的学校道德教育来改变这种道德滑坡现象!

才一改往日注重宏观研究的传统!将研究视野转

向微观领域" 由此!各种理论学派都开始注重微

观方面的研究!并把自己的理论建筑于实验研究

基础之上" 他们或者围绕品德心理结构各侧面进

行单项研究!或者在道德教育过程的某一点进行

突破!或者针对教师研究道德教育!或者针对学校

中教师的活动研究道德教育!或者集中研究如何

为儿童提供榜样示范等等"

同时!西方专家%学者还纷纷深入中小学校!

深入到学生中去!开展调查研究!他们要么研究学

生%要么研究教育者%要么就道德教育过程的某一

方面进行重点研究!等等" 总之!道德教育研究的

问题非常微观!并具有一定的操作性"

!(反对道德灌输" !" 世纪之前!整个西方道

德教育的特点就是保持传统%顺应环境!因而传

递%服从%灌输就自然而然地成其为主要教育方

式" 之后!现代道德教育的出现则开始了对传统

的批判和重建!其中普遍反对道德灌输!就体现了

这一现代历程的实质" 事实上西方传统道德教育

是与宗教教育联系在一起的!是以宗教课程和道

德知识教育课程为载体的一种强制性的%灌输式

的教育!它通常采用直接的问答式教学%规劝%说

服%强迫执行%训诫%奖惩和榜样等方法!使学生接

受并最终形成特定社会所要求的固定的道德价值

观念和道德行为习惯" 而现代道德教育则把这种

教育方式称之为#不道德$的教育!进而来强调学

生的现代自主性"

$(道德教育形式多!道德教育内容少" !" 世

纪以来!随着交通%通讯等技术的发展!世界由封

闭走向开放!其价值观也日趋多元化" 在这种背

景下!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各流派源于西方多元文

化%多元价值观%多重信仰的社会根基!基于理论

本身的生存机会与空间!大多不愿触动西方社会

的政治现实!加之道德相对主义的影响!因而对德

育内容多采取回避的态度!着力超越具体的原则

和内容!探索和研究道德教育的具体形式" 他们

试图寻求一种可以被不同社会意识形态背景接受

的%纯形式的道德教育模式!用这种能够被普遍接

受的道德教育模式来进行道德教育" 此间真正对

道德教育内容进行研究的流派可谓少之又少!虽

然有些流派在研究道德教育形式%方法%途径%策

略等理论问题的过程中也涉及一些道德教育内

容!但一般提出的都是作为人类社会成员须共同

恪守的道德品质!诸如诚实%公平%守信等!也有一

些则是为了道德教育形式研究的需要" 因此!!"

世纪以来!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呈现出明显的重形

式%轻内容的倾向"

二%西方道德教育的后现代认知

"一$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呈现

!" 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陆续进入到了所谓

的后工业社会!也就是#信息社会$" 由于社会道

德问题的凸显和后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西方

的现代道德教育也日益呈现出了明显的后现代性

趋向" 此时其道德教育的思维方法与现代社会相

比已有很大不同!他们主张道德教育的目标应从

一元走向多元!寻求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的平衡%

理性发展与情感发展的平衡!主张主体性*强调隐

喻!重视隐形教育载体!主张创设良好育人环境*

强调平等互动!主张民主平等和非权威取向的德

育关系*强调开放和多元!主张开放的德育理念%

内容和多元的德育方法等" 这些带有很强的后现

代性观念表明!后现代道德教育思想开始大行其

道了"

#在后工业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资本

而是知识和信息!知识和信息是生产力%竞争力和

经济成就的关键之所在"$

0M1

!" 世纪中叶以来!计

算机%多媒体以及互联网把人们带入了#数字化

生存$的#信息时代$!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下!面

对几乎无限的信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不得不成为终身的学习者!这就是后工业社会的

教育基础" 在这样的一个教育基础之上!西方道

德教育即使还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某些地方也

还是会不自觉的带有后现代教育的特点"

后现代思潮是 !" 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社会最

为流行%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后现代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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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则是这一思潮在教育领域影响的产物" 尽管

后现代教育表现形态各异!甚至没有明确一致的

说法!但在否定%突破和超越现代教育这一特征上

却是一致的"

"二$西方后现代道德教育的主要流派

目前在欧美兴起的后现代道德教育思潮主要

有女性主义者发起的强调关怀的道德教育理论%

品格教育理论%道德教育的体谅模式%社会行动模

式等" 这些理论和模式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

先前过于强调认知能力培养的道德教育模式的反

省!其共同特征是道德教育重心在向道德情感和

道德行动倾斜!表现出道德教育向生活世界的

回归0F1

"

#(关怀伦理学)关怀伦理学是以美国著名女

教育家诺丁斯教授为代表的理论学家们以#女性

主义关怀伦理学$为名提出的!后经不断完善!最

终发展成为一种可应用于人与人之间普遍关系的

关怀伦理理论" 该理论主张把道德教育具体化!

教育者必须首先是关心者!应利用对话的方法来

关心学生的成长!关心应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教育者绝对不能坐在屋子里空谈理论!而

应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在应该得到关心的人面

前对他真情实意地关心!从而达到道德教育的

目的"

!(品格教育理论)#品格教育$的复兴也是后

现代德育的一大亮点!它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

里克纳" 他在对道德教育中价值澄清法反思的基

础上指出了#品格教育$的意义%廓清了#品格教

育$的内涵%明晰了#品格教育$的途径!建构起

#品格教育$复兴的理论大厦并使之在实践中能

够具体操作!从而倡导了品格教育的回归0#"1

" 里

克纳认为!完善的人格应该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

感和道德行为三个部分!并且这三个部分彼此关

联!其实质是知善%欲善和行善!并养成相应三方

面的习惯0##1

" 里克纳实际上就是把品格教育相

应的分解为对道德认知的教育%对道德情感的教

育以及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 道德认知是由道德

意识%领会道德价值观%理解别人%道德推理%做出

道德决定!自我反思等构成*道德情感是由良心%

自尊心%同情心%自我控制%谦卑等构成*道德行为

是由道德能力%意志和习惯等构成"

$(道德教育的体谅模式)体谅或学会关心或

为他人着想德育模式形成于 !" 世纪 J" 年代初!

为英国学校德育家彼得3麦克菲尔 -V&>&,RK

7W2.5/.和他的同事所创" 与现代德育的认知性道

德发展模式强调道德认知发展不同!体谅模式把

道德情感的培养置于中心地位" 该模式的最大特

点是从实证研究出发!建立起关心他人!发展利他

主义观念的理论基点!并使其在课堂教学中得到

充分的体现和具体化" 他们认为!教育者应淡化

职业意识!以关心者的姿态对待学生!尊重学生的

人格!从实际调查中了解学生内心世界!以情感

人%以情育人!进而达至道德教育"

N(社会行动模式)纽曼开发的道德教育社会

行动模式不仅整合了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

行动等多个方面的要素!同时也将它们同公民投

身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并集中探讨了小组讨论技

能的重要性!信任和承诺等情感性问题!以及道德

推理技能的必要性" 在社会行动模式中!学校既

实施道德教育!又实施政治教育" 这充分说明)西

方学校并不像西方某些理论家想象和宣传的那

样!一概排斥政治教育*也不像另一些人想象和宣

传的那样!以强制的方式向年轻一代灌输其主流

政治意识形态" 西方学校一般忌谈#政治教育$!

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实施政治教育" 它们实施的

#公民教育$或#民主教育$就含有大量的政治教

育成分" 通过#公民教育$或#民主教育$!综合实

施道德和政治教育!这是当代西方学校一种普遍

的做法" 它们为而不言!在引导和组织学生主动

参与社会生活%积极干预公共事务中!悄悄地把西

方社会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传递给了新生代" 就

策略而言!不失为高明!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

地方0#!1

"

"三$西方后现代道德教育的逻辑启示

西方后现代道德教育的现状展示了与近现代

道德教育迥然不同的教育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倡导道德教育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现代道

德教育把道德理解为一种静态知识性的存在!人

为地导致道德知识的被动灌输!德育评价也被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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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量化!最终使得道德教育越来越远离了作为意

义和价值之源的日常生活世界!并导致学生道德

认知和道德行为的脱节" 因此!后现代道德教育

强调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从而摆脱因脱离生活而

导致道德教育教条化%形式化的弊端"

后现代强调应充分认识到个体在道德教育中

的主体性地位!以生活为基点来考虑道德教育中

的所有问题!使道德教育贴近生活!引领生活!并

最终融入生活!成为个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

组成部分" 重返生活世界%找回失落的主体意识

是后现代道德教育所孜孜以求的" 而回归生活世

界的道德教育更生活化%人性化!它不仅关注人

性!而且提升人性!合乎生存的需要0#$1

"

!(道德教育理论涵盖多学科要素" 从多学科

视角研究道德教育!一直是后现代道德教育理论

家追求的目标" 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学派林

立%种类繁多!但各学派均试图从多学科的视野来

寻求道德教育研究之合理的方法论基础" 埃利亚

斯曾说过!#道德教育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共同研

究的领域!仅仅通过一门学科来探讨这一领域既

是有限的!也是危险的$

0#N1

" 综观后现代道德教

育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主要

有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宗教等"

总体来看!以哲学和心理学视角为道德教育

寻求合理的方法论基础是西方后现代道德教育中

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其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

例如!科尔伯格以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的研究

为基础!著有+道德发展哲学,+道德发展心理学,

和+道德发展与教育,!并把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到

了学校道德教育实践之中" 他把对传统道德教育

的批判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成为反对传统

道德教育最有力的证据"

从社会科学视角研究道德教育也是本世纪道

德教育理论研究的又一特点" 涂尔干正是从实证

主义社会学研究视角!建立了经典的道德教育的

社会学理论!开创了从社会学视角研究道德教育

的先河"

$(道德教育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解决

社会道德问题" 科学研究起源于#问题$!问题既

是科学研究的起因!也是科学研究开展的动力!同

时也反映了科学研究的价值" 问题的剖析深度表

明科学研究的深入!问题的拓展表明科学研究领

域的拓宽!问题的转换表明科学研究的转向" !"

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特

殊的社会背景!都是基于社会上出现的亟待解决

的道德问题!也正因为各种道德教育理论是基于

对社会道德问题的现实思考!着力于解决现实的

社会道德问题!所以每一种理论产生后都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欢迎" 也就是说!西

方道德教育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解决社

会道德问题"

!" 世纪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

本主义阶段!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社会文化交

流的不断扩大!使得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和宗教观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带来了许多社会道德问题!于

是掀起了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改革的第一次浪

潮" 可见道德教育从本质上看!就是一个解决社

会问题的过程!道德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和解决社

会问题的能力" 又如!!" 世纪 G" 年代!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社会动荡%社会道德问题突出!于是又掀

起了一场道德教育理论复兴的热潮" 言而总之!

!" 世纪以来西方后现代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的兴

起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问题与道德危机!其目的

也是为了解决社会道德问题"

三%西方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向

!" 世纪 M" 年代对西方社会来讲!是一个道

德危机的时代!后现代所提倡的道德教育中的

#自由$到此发挥到了#极致$!使得这个时代的学

生普遍抛弃了旧的传统美德而背上了极端利己主

义%个人主义%无原则宽容的包袱" 他们甚至在个

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利己与利他之间出现迷茫与

徘徊" 美国的一份教改报告中甚至曾这样评价这

一时期的儿童!今天的学生被人称为#自我的一

代$!只顾及个人的目的///这些学生受到不同

糊涂观念的影响///一方面是理想主义!另一方

面追求个人私利!放弃政治和社会责任" 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膨胀的个人主义传统变得越来越强

大!而个人处在社会中的这一传统却越来越弱!失

去了内聚的共性意识0#L1

"

后现代道德教育对现代道德教育的批判反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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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并没有将西方从道德危机中解救出来!相反!

个人道德%社会道德的混乱使得原有的传统的社

会基础变得非常脆弱和不稳定!人们忧心忡忡!重

新追问道德教育的真谛" 究其原因!普遍认为正

是后现代道德教育过分强调自由!追求个性的解

放!个人主义压倒利他主义!削弱了家庭%社会%宗

教机关乃至学校%教师的道德教育责任!其直接结

果就是导致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的混乱" 为了从

根本上改变这种混乱的状态!就必须要重新审视

目前道德教育的理论!重新确立道德教育的价值

观念!重新估量学校%家庭%教师%家长%榜样%纪律

等方面的作用!探究新的教育策略" 为此!西方各

国当下不得不采取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乎寻常的

道德教育措施!即淡化个性%个人利益%个人主义!

强化共性%共同利益和利他主义!并试图把包含上

述内容的道德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课

题" 这一切表明)目前西方的道德教育正逐步回

归现代思想"

&参考文献'

'#( '##(袁桂林(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R((神州*福

建教育出版社$!""L*!J$!$M(

'!( 闫顺利(面对现代性*走进还是走出- )))现代性与

后现代性论争及其启示')((岭南学刊$!""J!G"(

'$( 'L(戚万学(!" 世纪西方道德教育主题的嬗变')((教

育研究$!""$!#"(

'N( 于伟(现代性与教育'R((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G*#"G(

'G( 鲍曼(对秩序的追求')((南京大学学报$#FFF!$"(

'J( 郑莉(鲍曼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与

现实$!""N!#"(

'M( 王治河(后现代主义词典'R((北京*中央编译出版

社$!""N*!"M(

'F( 唐汉卫(道德教育向生活世界回归)))!" 世纪下半

期西方道德教育的基本走向')((内蒙古师范大学学

报 !教育科学版"$!""L!$"(

'#"( 胡斌武(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特点及启示')((

江西教育科研$!""G!#"(

'#!( 社会行动模式对我国学校德育改革的启发'@:H

ES((2>>W*HHXXX(874&9+(-&>H'/*3H3,*+W(.;W- 359 b

$NcW59 bGL$"(

'#$(郭天平$张绍荣(以人为本的大学生德育研究')((重

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M!G"*#!$K#!G(

'#N( 范树成(!" 世纪西方道德研究的特征与未来趋势

')((教育研究$!""$!#"(

'#L( 曹银忠(让+自我一代,走出道德困惑')((政工研究

动态$!""M!F"(

"责任编校!杨C睿$

#*&*$8)10"+1*:03*8"$"370&+G;03*8"0,H*&+*8":08$/234)$+%0"

P̀EZ2*-3KI5.-

-;)$-$ =#4:-+2$'3)41'5,!E'$9'-$% NL$""J!!"'$-.

=<&+8$)+)

625;W.W&,'.;&9 *- U*9&,-5>8.-9 W*;>KU*9&,-5>8! >**_ >2&X2*/&7*+,;&*0X&;>&,- U*,./&9+7.>5*- .;>2&U.5-

7/+&(T>95=59&9 >2&7*+,;&W&,5*957.//8.77*,95-3>*>2&>5U&;&4+&-7&! >2&- .-./8d&9 >2&72.,.7>&,5;>57;X2572 U&.- >2.>>2&U*K

9&,-5>8*,W*;>KU*9&,-5>8*0>2&7*+,;&! .-9 5>>**_ .0+,>2&,;+,=&8.'*+>>2&&00&7>;*- >2&U*,./&9+7.>5*- 7.+;&9 '8>2&;&72.,K

.7>&,5;>57;5- >2&25;>*,57./7*-95>5*-;.>>2.>>5U&! .-9 5>05-.//8;+UU&9 +W >2&&-/532>U&->*0U*9&,- &YW&,5&-7&;.-9 W*;>KU*9K

&,- /*357*0X&;>&,- U*,./&9+7.>5*-! ;+WW/5&9 -&X59&.;0*,>2&5--*=.>5*- *0U*,./&9+7.>5*- 5- *+,7*+->,8(

>*9 ?083&)

7*+,;&*0X&;>&,- U*,./&9+7.>5*-* U*9&,-5>8* W*;>KU*9&,-5>8* &YW&,5&-7&;

F!

第 # 期CCCCCCCCCCCCCCC高中建*西方道德教育发展历程的现代与后现代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