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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注人的生活理宜是德育目标的重要价值取向。当前德育工作中存在着重社会目标、轻个体目标，重知识

目标、轻能力目标，重理想目标、轻现实目标的误区，应使德育目标价值取向人本化、德育目标制定主体多元化、

德育目标实施载体生活化。这对提高广大德育工作者对道德教育的理性认识与实践水平，增强德育工作的感召力

和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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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目标是德育实践活动所要达至的理想状态和

标准，是德育目的的具体化。科学合理的德育目标既

是德育实践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指针，也是德育目的

最终实现的有力保障。道德源于生活、为了生活，同

时，良好德行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生活。因此，关注

生活是德育的重要价值取向。 
 

一、道德与生活之辩证关系 
 

(一) 道德源于生活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关道德起源的理论、观

点虽纷繁复杂，各家言殊，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

几种：一是认为道德是上帝或神所创造的“神创天命

说”；二是认为道德是人天生固有的理性或情感的“人

性说”；三是认为道德是自然界生物进化的结果的“生

物进化说”。这些观点都未能正确揭示道德的起源和本

质，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认为，

作为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

则和规范的总和的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源于

生活，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人们自觉地或不

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

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

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133)道德由生活所决定且随着

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

活决定意识。”[2](30)“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

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

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270)总之，“道

德源自于生活 ,道德产生的前提是人类长期的生活  
——生存实践。在长期的生活、生存实践中人类逐步

形成了一种具有道德指向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人类所

特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蕴含着具有道德

内涵的社会文化和人的精神气质。”[3](10−11) 脱离了生

活，道德就会成为僵死的抽象的教条和原则。 
(二) 道德为了生活 
我们讲道德源于生活，主要是从道德的产生、道

德的本质的层面来论述道德与生活的关系，而我们说

道德为了生活，则是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考察道德与生

活的关系，亦即道德对生活的意义或功能。既然生活

决定道德，而不是相反，因此，从本体上来说，生活

价值高于道德价值，相对于道德，生活具有逻辑上的

先在性或曰独立自在性。那么，道德的价值到底何在?
就在于“人生幸福”或者“美好生活”。如果我们认为

某些行为和追求促进了人生幸福，那么我们就说它们

是正确的、好的、有价值的。诚如英国哲学家洛克在

《教育漫话》中所言：如果没有道德，我觉得他在今

生来世都得不到幸福。道德具有推进个人良好生活之

功能，而不是无端干扰它。道德是为了人而存在的，

并非人为道德而存在。在这里，“道德是为了人而存在

的”亦即道德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的，因为生活是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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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有人才有生活，离开了生活便没有人，离开了

人也无所谓生活：“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

己也就怎样”[2](25)，“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

过程”[2](72)，人是生活的主人，生活是人的生成过程，

生活表征着人的存在方式。因此，道德不是一种束缚

人压抑人的外在力量，相反正是因为道德的存在，人

们的生活才变得更加幸福和美好，人们的精神世界才

变得更加充实和丰满。生活是道德的意义和价值的源

泉。 
(三) 德性养成经由生活 
道德不但源于生活、为了生活，而且一个人的良

好德性的生成也只能经由生活，生活是道德培育的沃

土。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道德教育是生活世界的一

部分。在原始社会，道德教育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过

程是融为一体的，“一个人是通过共同生活的过程来

教育自己，而不是被别人所教育的。”[4](27)这里的教

育当然也包括道德教育。相反，“当一个人按照课程

规定把整个道德压缩成几节道德课，并在一周之内用

比较短的间隔来不断重复这几节课的时候，他很难满

怀激情完成这项工作，因为这种间歇性的课程特点几

乎不足以给儿童留下任何深刻或持久的印记。”[5](123)

在德育史上，裴斯泰洛齐最早提出了“生活具有教育

的作用”的观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

中指出：“我们一开始生活，我们就开始教育自己  
了。”[6](13)杜威继承并发展了裴氏和卢氏的思想，他

指出：生活过程就是道德学习的过程，“生活在一起

这个历程本身应有教育作用,它扩大且启发经验,刺激

并丰富想象 ,使我们负责言论和思想的准确、逼    
真。”[7](5−6) 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则明确指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就是教育；

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是坏生

活就是坏教育。”[8](180)在《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说中，

列宁反对把教育、道德教育“只限于学校以内”而脱

离沸腾的生活实际的做法。他强调：我们的学校应当

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铲除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

者。共产主义青年团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

中的每一步骤同参加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总斗争

联系起来，才符合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称号。在此，

列宁强调要将道德理论教育与积极参加劳动群众的生

活、工作、斗争和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二、德育目标偏离生活之现象透析 
 

(一) 重社会目标，轻个体目标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来考

察，德育价值所表征的是德育活动的属性、功能与德

育价值主体的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即作为客体的德

育实践活动对作为德育价值主体的社会、个人的需要

的满足与否、促进与否的关系。显然，德育价值是社

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辩证统一，是工具价值与目的价

值的整合。社会价值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和保障,个人价

值是社会价值的前提与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在我们的道德教育实践

中，我们却过分地强调德育的社会政治价值，忽视其

个体价值，使德育的个人价值淹没在其社会价值之中，

把一种抽象的社会当成了主体,而把个人当成了客体, 
将国家的政治意志和社会发展总目标当作德育的具体

目标，思想道德教育成了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一种手

段和工具,人人都要被动地满足这种抽象的社会的需

要，个体的实际的合理的生活需要和本来就蕴含于生

活中的创造性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重视，个人的生命

价值、生活幸福等得不到应有的关怀。这种重社会政

治目标、轻个体生活关照的做法，脱离了主体的品德

心理发展规律和道德生活需要,缺乏感召力、影响力与

亲和力,使人们对思想道德教育产生了一种冷漠、厌

倦、戒备心理，采取回避、逆反、敌对的态度，认为

思想道德教育再重要，也是党和政府的事,与个人无

关。因此,思想道德教育不但不能满足个人的需要, 反
而成为个体生活的束缚。在不少人看来，“思想道德

教育就是扭曲人性的代名词”。 
(二) 重知识目标，轻能力目标 
近年来，不少德育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在

思考：为什么我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德育课程开

设不少，课时越来越多，教材也越编越厚，而德育的

实效性却不见提高？为什么我们花费了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所培养的学生在遭遇现实的道德生活时，难

以适应，无能为力？这些矛盾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

的。其中，与我们在德育实践中重知识目标、轻能力

目标不无联系。一直以来，我们错误地把道德从鲜活

的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将良好德性的培养视为简单

的道德知识的传授或道德思维与认知水平的开发活

动，只注重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知识教育,将生动活

泼的德育变成了冰冷的知性德育，认为学生掌握了关

于道德的知识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道德践行能力。所

以，体现在德育目标上，我们要塑造的是那种知性的

或仅能机械地严格按照各种道德条目和规范行动的死

气沉沉的个体，而不是一个有能力充分实践、经验和

享受道德生活的有生命感觉的人。为了实现这种目标，

在德育内容上，热衷以道德知识为本位的“美德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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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教育，道德知识成为道德教育的主要材料；在道

德教育的方法上，崇尚那种简单、粗暴、强制的单向

灌输方式，向学生传输的是抽去了具有主体生命表征

的、被普遍化和客体化了的道德知识，它轻视人的情

感和态度，鄙视直觉和体验，蔑视受教育者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无视学生的需要和思想品德形成与

发展的规律性；在道德教育过程上，推行全程封闭化、

防范化，极力斩断学生与外界的联系。结果是：在一

个世界里，学生像一个脱离现实的傀儡一样，接受道

德教育，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往往通过某种违背

道德规范的活动来获得自我满足。 

(三) 重理想目标，轻现实目标 
道德教育是一项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的实

践活动。相应地，德育目标的确立就应体现出应然与

实然的辩证统一，在理想目标与现实目标之间保持适

度的张力。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德育理论界，还

是在德育实践中，我们总是习惯于用理想主义的目光

来看待道德教育的一切,严重脱离生活实际，在现实生

活之上，预设一个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世界,面向这个

世界并为这个世界培养完美无暇的人格是德育的根本

任务。因此, 道德教育严重脱离学生的实际生活体验

和道德实践能力，只憧憬未来、不反思过去和现在。

这样，德育过程在本质上就变成了一种超越现实可能

性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式的实践。体现在德育目标上，

就是重理想目标，轻现实目标。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

道德教育中，我们一直将那种完美无暇的几近不食人

间烟火的圣人和完人人格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反思

当代中国道德教育的历程，在中小学德育目标中，我

们不难发现诸如“树立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从

小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

班人”等口号。在目前的德育实践中,虽然并没有明确

把培养圣人和完人作为德育的目标,但在对目标的一

些表述以及为实现德育目标而树立和宣传的榜样上,
这种理想主义的痕迹依然十分严重。 
 

三、德育目标回归生活之理性思考 
 

(一) 目标价值取向人本化 
所谓德育目标价值取向人本化，就是德育要以人

为中心,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切活动都

要以人的生存、安全、自尊、发展、幸福、自由为出

发点和归宿，以充分尊重人、理解人、肯定人、丰富

人、发展人、完善人，即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内在

尺度的一种价值取向。道德教育的对象是人，树立以

人认为本的德育观，就是要以促进人格的完善、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以尊重学生、确立学生的

主体地位为根本，从物化走向人性化，从灌输走向对

话，从限制走向解放。遗憾的是，目前在我们的道德

教育实践中，由于违背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过分强

调德育的社会价值和政治功能，忽视其个人价值，从

而使人们对思想道德教育产生了厌恶、反感、抵触情

绪，也使我们的道德教育失去了感召力。时代的召唤、

现实的矛盾要求广大德育理论和实际工作者进行理性

思考和大胆探索。一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德育理念，

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一切为了学生、真正了解学生、

事事关心学生、时时依靠学生，处处发展学生。二要

从过于理想化的宏观目标转向现实的生活世界，将宏

观德育目标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和自身成长需要更好地

结合起来，把贯彻德育目标与解决学生在学习、生活

以及身体、心理等方面的问题有机地统一起来。三要

着力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切实增强学生的主体意

识、培育学生的主体精神、开发学生的主体能力、塑

造学生的主体人格。 
(二) 目标制定主体多元化 

德育目标制定主体多元化指的是，要改变过去那

种德育目标由单一的权力精英决策的模式，代之以学

生、家长、教师、德育理论研究者与权力精英共同协

商确立的多向互动的方式。由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

化的程度不高，社会利益表达与综合并非由各种社会

结构来承担,而是由权力精英通过分析、研究和调查而

将其所认定的社会利益输入政治体系决策中枢。它所

依靠的不是多元决策下的社会互动过程,而是权力精

英的政治折中。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强调整个社会的

民主与法制建设，但是相对经济体制而言，政治体制

仍然比较滞后与封闭，与政治紧密相关的德育政策决

策过程也是比较传统的,基本上实行以权力精英进行

裁定的范式。这是导致我们的德育目标脱离学生生活

实际，“高、大、全”弊端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一

方面，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大兴民主之风，力

戒德育政策和德育目标制定的以核心领导层的意志为

旨向的“唯上”的做法，充分调动各方主体的积极性，

倾听他们的呼声，促进多元互动与交流，形成科学民

主的决策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各级各类德育研究

基地的建设，深入基层，走进学生的生活世界，大兴

调查研究之风，收集和掌握第一手材料，作为进行德

育政策和德育目标制定的主要依据。瑞典早在 1978
年就建立了由家长、学校、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国

家教委的代表组成的德育管理部门，专门对学校的德

育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为德育政策制定和德育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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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提供重要的直接的参考。因此，我们要学习国外

的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合理的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

情况，大胆借鉴，为我所用。 
(三) 目标实施载体生活化 
德育目标确立之后，关键的重要的是通过什么途

径，以什么作为载体保证其有效地实施。近年来，针

对德育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弊端，不少专家学者以及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我们的道德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

思，并且对德育目标不断地调试，使其逐步地贴近学

生的实际、贴近学生的生活，但贯彻实施的效果仍然

不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忽视了生活这

个道德教育的载体。“生活是道德的沃土,道德源于斯、

长于斯,与生活‘同呼吸!共命运’，没有生活,也就无所

谓道德。”[9](40)同时，生活过程就是道德学习的过程，

人们正是在生活的过程中，内化作为德性历史积累的

规范，并通过生活过程将其外化为良好的道德行为与

习惯。诚如古希腊哲学和伦理思想之集大成者亚里士

多德所言：“我们必须先进行实践活动，才能获得这些

德性。……我们做公正的事情才能成为公正的，进行

节制才能成为节制的，表现勇敢才能成为勇敢的。”
[10](31)因此，只有充分把握和利用好生活这个道德教育

的载体，才能实现德育目标。为此，我们一要转变观

念，构建有利于德育主体投身生活的开放的德育模式：

解放学生的头脑，使之能思；解放学生的双手，使之

能干；解放学生的双眼，使之能看；解放学生的嘴巴，

使之能谈；解放学生的时间，使之能学渴望学的东西；

解放学生的空间，使之能接触自然和社会。二要发扬

开拓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贴近生活的道德教育的新

手段和方法。例如，随着网络技术和网络文化的迅猛

发展，广大德育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就应该努力

探索网络思想道德教育的规律，开拓网络思想道德教

育的新方法。唯其如此，才能使学生在鲜活的生活土

壤中吸取道德的营养，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从而更

加有效地实现我们的德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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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ay theoretically expound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life, and holds that caring 
for human life i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practice, based on a lot of investigations, the article 
analyzes such wrong practices existing in the present moral education as attaching more importance to the social aim of 
moral education than to individual, more importance to intelligence than to ability cultivation, more importance to ideal 
purpose than to practical one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s follows: the humanization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purpose, the multi-subject of moral education aim mak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based on life, which is of vit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levate the rational recogni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the moral educators, to enhance the appeal and practical effects of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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